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具体措施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根据学校关于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安排部署，马克思主义学院结

合自身实际，研究制定如下具体落实措施。

1.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原原本本学，在“学”上向深向实。在学院（党总

支）、教研室（支部）两级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全员学习，

原原本本、逐字逐句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党章以及《中国

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

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决定》，及时跟进、全面系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和重要指示批示，运用好《党的二十大报告辅导读本》《党

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等辅导材料，坚持先学一步、

学深一层，深刻领会其蕴含的学理、哲理、道理和情理，进

一步学深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认真真悟，在“悟”上入脑入心。在学原文的基

础上组织集体研讨，采用“教研室主任领学原文、名师骨干

主旨解读、全体教师分享交流”模式，结合自身研究方向和

所承担课程，以专题形式开展学习、交流、讨论，共学共研、

互学互鉴，将党的二十大精神与党的十八大精神、十九大精



神相结合，在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历史逻辑中精准把握党

的二十大精神精髓要义，带着问题深入思考，联系实际笃信

笃行，进一步悟透党的二十大精神。

2.扎实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三进”工作

——实实在在备，在“备”上下足功夫。在学深悟透的

基础上，在学院、教研室两级开展党的二十大精神融入思政

课教学集体备课。着力“七个聚焦”，密切结合学校特色、

学生特点和课程内容，根据不同课程的不同定位，就党的二

十大精神融入思政课教学的基本原则、重点内容和主要方法

开展集体备课，在教学设计、教学资源、教学案例、教学活

动上开展具体研究。同时全程线上参加全国思政课集体备课

会。

——扎扎实实讲，在“讲”上落地见效。在集体备课的

前提下，将党的二十大精神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做到横向

融通、纵向贯通。注重内容与方式的相结合、全面与重点的

相结合，突出“七个讲清楚”，引导学生全面把握和深刻领

会党的二十大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和延

安精神，涵养学农为农深厚情怀、坚定强农兴农使命担当，

锤炼过硬本领，努力成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让青春在祖

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出绚丽之花。扎实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进教材、进课

堂、进学生头脑。



3.集中宣讲和研究阐释党的二十大精神

——讲授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党课。围绕党的二十大精

神，学院党总支副书记和支部书记分别在学院全体党员大会

和支部大会上每人至少讲授 1 次专题党课。专题党课要结合

学习体会，全面准确深入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到“七个

讲清楚”。

——参与校内外宣讲活动。组织思政课大练兵“教学标

兵”、“教学能手”以及教学名师、教研室主任担任学校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同时推荐优秀教师作为理论专家担

任杨凌示范区党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团成员，服务学校和杨凌

示范区的宣讲工作。通过耳熟能详的语言、喜闻乐见的形式、

普遍认可的道理、生动鲜活的事例，切实把党的二十大提出

的重大理论观点、重大战略思想、重大工作部署讲清楚、讲

明白。

——举行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讲座暨时政讲坛。开好

“时政讲坛”，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举行系列讲座，积极邀

请党的二十大代表、党政领导、专家学者、模范人物等来校

或线上方式作专题辅导报告，力求深入理解内涵、精准把握

外延。

——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研究阐释。围绕党的二十大

精神，深入研究党的二十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

大战略、重大举措，以项目形式组织精干力量进行集中攻关，



多角度、深层次开展宣传解读和研究阐释，争取申报各级各

类项目课题，努力推出一批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刊

发一批质量高、特色显的理论文章，大力推动实践基础上的

理论创新。

4.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做深“正禾”育人工程。深入实施以“正禾”育人

工程为核心的“大思政课”建设“一校一品牌”创建项目，

丰富育人主体和渠道，坚持思政课教师联系二级学院（部）

制度，参与对学生活动的政治理论指导和策划，促进处于“拔

节孕穗期”的青年大学生全面发展。

——加强课程思政建设。思政课教师协同专业课教师发

掘各类课程思政资源，组建课程思政团队，充分发挥各门课

程育人功能，画好“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的协同育人

同心圆，共同推进“匠心杨职”课程思政建设。

——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深化与西北农林

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兄弟学院关系，进一步在集体备

课、教研活动、学术研讨、项目研究等方面广泛开展支持合

作。加强与杨凌示范区（杨陵区）教育局的合作，打破学校、

学段界限，在思政课教学改革、师资队伍建设、教学资源基

地等方面强化联系，推进杨凌示范区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

建设。

——强化“大思政课”信息化建设。依托陕西高校“大



思政课”建设协同发展联盟（高职类），成立“大思政课”

协同发展中心，创新运用数字技术、虚拟仿真技术，开展沉

浸式、体验式、全媒体学习。建设“青梨派”大学生学习思

政课网络平台，进一步推进“大思政课”综合改革，打造覆

盖教与学、备课与培训、交流与推广为一体的“大思政课”

信息化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