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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九江学院坚持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
魂育人，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
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强化党
建引领，立足新时代，把握新形势，形成了

“四聚四新”大思政工作格局。

聚焦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用
新思政观构建一体化育人机制

坚持党建引领。认真落实全国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建立了党委统一
领导、党政相互配合、各部门齐抓共管的
思政工作领导体系。制定并落实《关于加
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学校思想政治工作的
实施办法》。坚持每年召开思想政治工作
研讨会。专职辅导员队伍、思政课教师队
伍和党务工作队伍配备齐全、坚强有力。

围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促进党
建工作更加聚焦发展大局，更好服务人才
培养。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
责制，不断提高学校党委把方向、谋大局、
促改革、抓落实的能力。强化二级学院党
的领导，充分发挥党组织在教学科研管理
等重大事项中的政治把关作用，牢牢掌握
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全面落实党支部
工作条例，深入开展基层党建标准化、规
范化、信息化“三化”建设，坚持把思政工
作落实到支部上，强基固本，凝心聚魂，使
各级党组织的育人保障功能充分彰显，

“三全育人”长效机制不断完善。
坚持大思政观。把做好思政工作作

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履行为党育
人、为国育才重要职责的有力抓手，践行

“四个服务”时代使命，推进知识体系教育
与思政教育有机融合、辩证统一，把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作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
落脚点。把思政工作融入办学治校全过
程，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再到第二课
堂思政，大力营造“时时有育人、处处可育
人”的良好环境。

聚焦新时代新使命，用新
思路增强思政工作时代感

紧贴时代脉搏，上好大思政课。学校
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作为思政课的鲜活
教材。疫情防控期间，组织附属医院90余
名医护人员驰援湖北，他们冲锋在前、无
私奉献，圆满完成救治任务，为近4万名师
生共上云端“战疫”思政大讲堂。今年上
半年，校、院两级领导干部带头为大学生
上好返校复学第一课——“战疫”思政
课。今年 9月，校领导带头为 2020级新生
上思政课，作为大学第一课，用伟大抗疫
精神激励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投身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

多措并举加强思政理论课建设。学
校党委书记担任思政课建设领导小组组
长，并联系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大力推
动思政课改革创新，回应时代关切、切入
社会热点，让思政课更有高度、体现热度、
充满鲜活度。重点建设“名师工作室”“名
师示范课堂”“博士讲堂”，打造思政理论
课“金课”。学校在全国高校思政理论课
教学骨干评比和江西省高校思政课青年
教师教学比赛、优秀思政理论课教师评比
中屡获佳绩，5 篇思政工作案例入选江西
省高校思政工作百佳案例。

把培养家国情怀作为思政工作的重
要内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广大学
生积极主动投入到当地疫情防控一线，不
惧风险、团结抗疫，学校收到全国各地寄
来的大量表扬信。今年 7 月，在九江市抗
洪抢险的紧要关头，广大师生主动请缨，
加入防汛抗洪党员突击队和青年突击队，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紧扣师生需求，走进社会大课堂。把
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利用
江西省红色资源优势，开展“红色之旅思
政课”实践教学活动，受到大学生普遍欢
迎。在学校定点帮扶贫困村建立党员教
育基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大学生志愿
服务基地，把脱贫攻坚“主战场”变为思政

工作“活教材”，组织师生深入脱贫攻坚一
线，在奋进新时代、共圆中国梦的生动实
践中，培养社会责任感。

紧抓重点任务，推进课程思政大建
设。制定《九江学院课程思政教学改革建
设实施方案》，科学设计公共基础课程、专
业教育课程、实践类课程教学体系，寓价
值观引导于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之中。
每年开展课程思政教学能力比赛，提升教
师课程育人水平，营造教师人人讲育人、
课程门门有思政的思政工作氛围。全校
开设课程思政教学改革课程近 100 门，涌
现出一批示范课。

聚焦完善育人体系，用新
举措提升思政工作质量

实践育人有载体。实施“第二课堂活
力思政”工程，把思政工作之“钙”融入日
常教育之“水”。“舞台上的思政课”通过

“千人共唱长征组歌”、高雅艺术进校园、
送文艺下乡等艺术形式，让大学生在舞台
上长才干、受教育。“赛场上的思政课”把
思政教育搬到学科竞赛中，通过组织“挑
战杯”“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青年红色
筑梦之旅等，激发大学生创新创造活力。

“随处可见的思政课”把思政教育融入辩
论赛、创业沙龙、青年午餐会、读书分享
会、书香寝室、大学生无人超市等，让学生
在校园内随处都能遇到思政课。

开展“红色走读”活动，传承红色基
因。积极参与江西省高校“红色走读”竞
赛活动，17支团队入选全省优秀团队。60
余个“红色走读”团队通过实地走读、线上

“云游”江西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字展
馆，让红色文化直抵心灵，引导青年学生
坚定理想信念，自觉做红色基因的传承
者、实践者。

文化育人有平台。深化校园文化品
牌建设，高质量办好濂溪讲坛，邀请知名
专家学者到校举办报告会，形成浓厚的校
园文化氛围。开展读书月、“声韵浔阳”端

午诗会、“白鹿洞——嵩阳书院之旅”等形
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
活动，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
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融入教育教学。深
入挖掘以庐山为地标的优秀传统文化，结
合时代要求传承创新，开设《陶渊明研究》

《庐山文化》等具有地域特色的课程，把传
统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育人优势，以文化
人、以文育人。

组织育人有措施。开展新时代党建
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在全校培育建
设若干党建工作标杆学院和支部，带动全
校基层党建工作质量提升。落实“双体验
日”制度，校、院两级领导干部坚持每学期
深入学生中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体验日、学
生生活体验日活动，每学期为学生上思政
课。完善领导干部联系党支部、联系班
级、联系师生制度，校、院两级党员干部建
立了117个党支部联系点。

聚焦榜样示范带动，用新
抓手强化思政工作实效

立教师模范。按照“四有”好老师要
求，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每年在全校评选
表彰“立德树人楷模”，通过专场报告会、
网上展播等多种方式，广泛宣传“立德树
人楷模”先进事迹，引导广大教师不忘立
德树人初心、牢记人才培养使命，增强育
人自觉。

树学生榜样。为充分展现新时代青
年担当奉献的精神风貌，连续3年评选“大
学生年度人物”。宣传弘扬他们在德智体
美劳等各方面的表率作用，为广大青年学
生树立可见、可亲、可学的身边鲜活榜样。

选课程精品。深化新时代思政课改
革创新，发挥思政课育人主渠道作用，
设立“思想政治理论课创新奖”。每年
评选推出一批精品课程，对获得创新奖
的课程给予重奖，树立改革创新、打造
精品的鲜明导向，营造办好思政课的良
好氛围。 （九江学院）

党建引领大思政“四聚四新”育新人

护林就是走山路吗？一路欣赏美景，
想必很是惬意吧？带着好奇，日前，记者
跟随全国劳模、鹰潭市龙虎山风景名胜区
上清镇护林员、中华秋沙鸭保护员肖冬样
巡了一趟山，一探其中究竟。

巡山必然要早起。天刚蒙蒙亮，记者
穿上迷彩服，吃过早饭，来到肖师傅家，准
备跟着他去巡山。肖师傅告诉记者，先要
骑半个多小时的电动车，再沿着鹰厦铁路
线步行 2公里左右，最后还要撑竹筏走一
小段水路，才能抵达巡山的起始点。

天气逐渐变冷。骑电动车虽然看起
来不费力，但寒风像刀子一样割得脸生
疼，双手也冻得发红。沿鹰厦铁路线那段
2 公里左右的路程也不好走。外侧是斜
坡，斜坡下方是蜿蜒绕行山间的泸溪河。
记者有点恐高，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
走在前面的肖师傅却如履平地，说话都不
带喘气。记者问肖师傅：“我们还要多久
才到啊？”肖师傅拿着手中的柴刀，指向远
处：“不远不远，就在那白云深处！”

走了近一个小时，我们到了换乘竹筏
的地点。肖师傅告诉记者，竹筏是头一天
和朋友一起从下游划到上游的。泸溪河
有个急弯，水流湍急，从下游到上游，需要
一人在竹筏上用竹竿把定方向，另一人下
到河里推着竹筏走。

清晨的山间，空气清新，泸溪河水清
澈见底。肖师傅解开岸边用于固定竹筏
的绳索，拿起竹竿，径直上了竹筏。记者
跟随其后，一个猛踩，竹筏瞬间晃动起
来。肖师傅见状，递过来一根竹竿，耐心
地说：“上竹筏，步子要稳，重心要下移，脚
要一前一后地站；划竹筏，方向要准，要善
于借助水流的力量。”在他手把手地指导
下，记者这个门外汉，居然让竹筏听使
唤了！

十多分钟后，我们到达了巡山的起始
点。进了山林，肖师傅迅速开启“导游模
式”：这是枫杨树，那是伯劳鸟……寂静的
山林间，肖师傅声音洪亮、如数家珍。是
啊，这片山林，就是他的世界。无论刮风
下雨，还是严寒酷暑，肖师傅巡山护林，从
不懈怠。他相处得最久、最多的，不是家
人，而是这山间生长的树、栖息的鸟和脚
下安静的山路……

从岸边走到山上，记者几乎手脚并
用。岸边的泥路常年泡在水里，一脚下
去，鞋子很难拔出来。山上的路，杂草没

膝，碎石打滑，脚没踩稳，很容易摔个跟
头。怎么走？走哪边？光凭肉眼很难观
察，大多数时候还是要靠经验去判断。

巡山中，眼尖的肖师傅拍了拍记者的
肩膀，告诉记者不远处有一只小白鹭从水
面掠过。就这样，从小白鹭说起，肖师傅讲
起了他与中华秋沙鸭的故事。2007年，龙
虎山泸溪河首次发现国际濒危物种、国家
一级重点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的身
影。在发现中华秋沙鸭后，鹰潭当地采取
了严格的保护措施，并于 2008 年初划定
1800公顷的保护区。也就是从那时起，巡
护中华秋沙鸭的任务落在了肖师傅身上。

“刚开始，我对中华秋沙鸭一无所
知。没办法啊，我就上网查资料，一点一
点地学。”为了更好地记录中华秋沙鸭的
生活规律和习性，肖师傅虚心向前来做科
研的专家请教。起初，肖师傅拿着笔和本
子现场记录，他还总结了一套速记符号，
比如“A”代指白鹭，“B”代指鸳鸯，“H”代
指斑嘴鸭等。后来，肖师傅升级装备，自
掏腰包添置了相机。这些年来，除了手写

记录，肖师傅还拍摄了大量视频和图片，形
成了研究中华秋沙鸭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他还协助全国各地来的科研人员开展野外
调查，大大提高了科研工作的效率。

肖师傅说，中华秋沙鸭的警惕性很
高。为了详细记录中华秋沙鸭的活动情
况，他每次都要提前隐蔽在河岸边，用望
远镜远远观察。为了不惊扰到这些精灵，
他一定要等到它们玩尽兴了回了巢，才会
收拾行囊回家。正是多年来持续的观察
记录，使他摸清了中华秋沙鸭每年与龙虎
山相约、相别的大致时间：每年 10月底分
批从北方飞来，次年4月初飞回北方。

巡山过程中，记者有些体力不支，在
翻越沟壑时滑倒了，肖师傅忙拉起记者
说：“累了吧！休息下，巡山要看路，你要
小心点！”在休息的过程中，肖师傅让记者
静心聆听大山的“歌唱”，风声、鸟鸣声、风
吹树叶的沙沙声……这一刻，让记者想起
梭罗的《瓦尔登湖》。休息片刻后，我们继
续巡山，看林子里是否有乱砍滥伐、偷猎
捕猎、森林火灾等现象。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到了中午，肚子
有点饿了。这时，肖师傅背包里的干粮起
了大作用。填饱肚子后，我们又继续巡
山。从天刚亮到天快黑，一趟下来，记者
尝到了巡山背后的苦与乐。

这条山路，肖师傅走了17年，有多艰
辛，就有多热爱。“护林护鸟是孤独寂寞的，
很多人都干不长，但我习惯了。干着干着，
也能从苦中尝到甜！”肖师傅感慨，保护中
华秋沙鸭就要保护它们的栖息地，保护这
片森林和其他野生动物，也是保护我们
赖以生存的家园，保护人类自己。

11月5日，在大余县河洞乡东
江村山脚下，工作人员正对一条刚
完工的水渠进行验收。“这是民生
工程，工程质量一点也不能马虎。”
从项目开工到验收，在工地上经常
能看到村务监督员的身影。今年
东江村实施的4个基础设施项目，
在密集的监督下保质保量如期
竣工。

近年来，大余县大力探索“阳
光村务”“廉情快递员”“小微权力
清单”等机制，筑牢基层廉政防线，
推动村务决策、民生工程项目建
设、惠农政策落实等村级权力在阳
光下运行，促进了民生事业发展和
乡村治理现代化。

“阳光村务”打通“隔
心墙”

近日，黄龙镇大龙村有件家家
户户关注的“大事”。大龙村近万
亩村集体山场流转即将到期，按照
规定，这些山场将在近期组织对外
公开发包。“这些集体山场将划分
几块？”“多少钱一亩？”……集体山
场流转涉及村集体收益和村民的
年终分红，这些问题，全村人都密
切关注。而村务监督委员会因为
需要全程监督集体山场流转事务，
成为村民了解这些信息的一个窗
口。村务监督委员会主任黄永红
告诉记者，重大决策要通过村民代
表大会集体讨论，80%以上村民代
表同意后才能实施。因为公开公
正，大龙村的村民从来没有因为年
终分红“红脸”。

村务监督委员会为什么有这
么大的公信力？据大余县纪委监
委组织部部长薛桓灵介绍，村务监
督委员会委员都是经村民代表大
会选举出来的，是村民最信任的人。村“两委”召开重要会
议时，村务监督委员会委员都要列席，对重大决策、村级

“三资”管理、工程项目建设等实施跟踪监督，及时发现并
纠正违规违纪违法行为，切实维护群众利益，保障群众的
参与权、监督权和知情权。

大余县119个村（居）全部建立了村务公开微信群，成为
村务公开、收集意见、调处矛盾、宣传政策的“民心平台”。

廉情快递员揪出微腐败

为进一步畅通信访举报渠道，将基层干部违法违纪
行为遏制在萌芽状态，大余县组建了廉情快递员队伍，构
建廉情快递网络。目前，该县共聘用廉情快递员 241 人，
每个村（居）2 至 3 名，相关部门对廉情快递员身份严格
保密。

“对护林员监管督促不够，出现了乱执法、罚款不及时
入账、罚款不入账问题，大家要以我为鉴。”谈起自己的失
职行为，大余县池江镇林业站负责人曾某后悔莫及。

今年3月，大余县池江镇杨柳村廉情快递员走访中得
知村民游某和肖某在自家农田焚烧田埂草。两人被池江
镇林业站公益护林员曾某分别罚款 500 元，但都没有开
票。于是，该名廉情快递员将问题反映到大余县纪委监
委。纪委监委介入调查后，曾某才将村民缴纳的罚款入
账。今年8月，大余县纪委监委对曾某问题立案调查。

廉情快递员紧盯村级“微权力”，将在工作生活中发现
的经费使用、工程项目、服务群众等党员干部违规违纪问
题，第一时间“快递”到乡镇纪委或县纪委监委，形成机动、
便捷的廉情快递网络。大余县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邓
永健认为，廉情快递员是群众身边的“微探头”，通过“看不
见”的监督约束镇村干部日常行为。今年以来，该县廉情
快递员共收集问题67件，经研判转为问题线索8条，对4人
进行了立案查处。

“小微权力清单”管住用权任性

今年，大余县把健全完善基层监督体系、加强村级监
督作为重点改革项目，进一步规范村（居）组织依法行使和
依法协助政府行使采购招标、民生保障等村级事务管理中
的各种权力。目前，已在全县 119 个村（居）推行村级“小
微权力清单”制度。

“经乡村干部上门了解，戴某患有血管瘤。去年经手
术治疗后瘫痪在床，需要妻子长期照顾，两个小孩还在读
书。”近日，一场农村低保听证会在大余县内良乡石溪村村
委会召开。会上，乡村干部、村民代表 15 人现场表决，全
票通过戴某一家4口的农村低保申请，并上报审核。

大余县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胡绍涛介绍，由
乡镇党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村（居）民自治原则，对村
（居）组织的权力进行逐类逐项梳理、归纳，形成村级“小微
权力清单”，并报相关部门备案。清单重点突出扶贫救助、
惠农政策落实及公共服务提供等事关群众切身利益且容
易发生权力寻租的事项。

与此同时，乡镇纪委牵头，按照“一个权力事项、一套
工作流程、一张操作图表”，出台村级“小微权力”运行流程
规范。让村（居）干部“看图做事、照单操作”，促进基层民
主治理和村（居）干部廉洁规范用权，也让群众知道办事去
哪办、找谁办、怎么办。

习近平总书记在11月24日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强调，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风雨无阻、勇敢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即日起，本报推出“走近一线劳模”系列报道，通过记者亲身体验，展现一线劳模的日常工作。从深山中护林护鸟，到走街串巷配送

早餐，再到铜矿里操作电焊，希望通过这组体验式报道，让人们走近一线劳模，走进他们的内心世界。

跟着肖师傅去巡山
本报记者 齐美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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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3日，南昌县黄马乡华标村，工人在立体种植的
大棚里采摘蔬菜。当地通过立体种植技术发展特色蔬果
产业，打造集农耕、垂钓、采摘、研学、体验于一体的农业休
闲小镇。 本报记者 徐 铮摄

本报记者（左）和肖冬样一起巡山。 本报记者 李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