
1.党建文化铸魂——“1231”工程引领工程典型案例

培养新时代党的接班人

——“1231”工程典型案例

学校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把党

的思想观念、组织观念、行为观念、价值观念、标识观念等内容

融入校园育人文化，强化党建引领。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1231 工程”是我校在认真贯彻落实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上，积极向广大师生宣传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重要实践。“1231”工程具有科学的组

织结构，各层级之间采用“助理制”的方式，推动组织成员双向

发展。近年来，“1231”工程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活动相结合，组

织参与各项主题活动，为全校师生学习党中央指导思想搭建了平

台，是做好全校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构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的内

在动力。

一、层级分明，选优配强的组织结构

“1231”工程具有科学的组织结构，各层级之间职能明确，

共同营造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的浓厚氛围。

“1”：指在全校层面建立 1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负责制定

“1231”工程的中长期及年度工作规划，安排部署并组织实施马

克思主义理论武装的各项工作。

“2”：指通过一定程序和办法遴选一支由理想信念坚定、事



业心强、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管理经验丰富的 20 名校领导和

中层干部组成的干事创业骨干队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工程

中发挥骨干和示范作用。其中 15 名干部按照“助理制”方式，

对上担任 5 名校领导行政助理，对下 1:2 指导学生导师的学习与

工作。

“3”：指组建一支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

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的 30 名优秀青年教师组成的学生导师队伍，

接受 15 名骨干干部的指导，并担任对应部门领导的工作助理，

负责 1：4包干指导学生的全面成长成才。

“1”：指组建一支由 100 名左右优秀学生、共青团干部、入

党积极分子组成的青年马克思主义者队伍，接受导师全方位指导，

系统接受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的理论培训，负责带动身边

3-5 名同学一起学习进步。

二、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

“1231”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各种形式在全校范围内组织并

参与了一系列实践教育活动，不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切实将学

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落到实处。

“1231”工程作为学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阵地，先后组织

全校优秀学生代表近 600 人到会宁、两当、武山等地参观学习；

组织“1231”工程全体教师和基层党组织书记到延安进行了“传

承红色基因，坚定理想信念”学习培训；组织“1231”工程学生

成员参观学习天水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成就展；



积极参与全国两会精神宣讲报告会，认真领会习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在建党 99 周年纪念活动中，“1231”工程及其他社团学生

采用学回信、写感悟、重温誓词、唱红歌等多种形式为党的生日

献礼；举办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知识竞赛活动，在全

校范围内掀起一股学习宣传热潮，充分发挥了示范带动作用；在

学校党委的领导下，“1231”工程学员及广大师生也积极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 1231 工程”通过各种形式的活动，

更好的将理论知识融入到实践活动当中，为广大师生认真领会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创造了条件，为贯彻全国高校思

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找到了抓手，教育广大师生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同时，“1231 工程”各层级之间采用的“助理制”方式，

实现了双向推进、双向考核，既培养锻炼了干部，又培养建立了

一支骨干队伍。“1231”工程实施以来，社会反响良好，获教育

部职业院校关工委“十佳创新案例”之一。

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藉滨讲堂”和“1231”工程已成为

我校的特色品牌，是我校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阵地，

在将理论与实践深入结合的过程中，总结出具有本校特色的宝贵

经验。

第一，坚持让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

学校以“藉滨讲堂”为载体，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学校党委带头，形成一支政治素质过硬、



业务能力精湛的主讲团队，切实提高课程质量，推动党的理论知

识入脑入心。

第二，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将“三全育人”落实到位。学校

在推进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中，不断创新思维，有效利用新媒体，

加强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育人功能，同时通过各种专题讲座及实

践活动，拓宽思想政治工作渠道，带动全校师生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实现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

第三，利用实践锻炼法，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育人功能。“1231”

工程实施以来，带动广大师生将理论知识运用到实践过程当中，

通过丰富的实践活动，对学生进行更加深切的党史、国史、改革

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增强学生的国家认同感和民族认

同感。

第四，结合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充分挖

掘各个专业所蕴含的思政资源，积极融入我校长期以来秉承的

“军工精神”，不断形成育人合力，助推学校实现高质量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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