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
关于开展“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

主题理论宣传活动的通知

各普通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

神，以及全国、全省教育大会精神，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部署，践行湖南高校思政工作者“潇湘宣言”，

形成有主题、有重点、有规划的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理论宣传

氛围，引领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2025年起，省委教育工委、

湖南日报社决定以每月一主题形式，组织全省高校开展“党的创新

理论铸魂育人”主题理论宣传活动，联合培育“理响潇湘”高校思政

教育品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参与对象

高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相关领导、教师、思政队伍

和学生骨干。

二、主题安排

1 月份主题：思政引领力。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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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建成的教育强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强国，需具备强

大的思政引领力等“六大特质”，思政引领力位居“六力”之首，是核

心关键，为立德树人工程及培育接班人提供根本保障。这就要求

全省教育系统，要深入学习贯彻大会精神，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

行动自觉，理解、把握相关战略部署与行动举措，将思政引领力

落实、落细，为教育现代化、早日建成教育强国保驾护航。

2月份主题：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党的二十

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立德树人机制，推进

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改革创新”。思政课建设作为教育事业的政

治性、战略性、基础性建设，是党领导教育工作的重中之重。这

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对思政课改革创新

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组织领导，优化教育资源配置，一体化

构建联动机制、一体化开发课程资源、一体化优化师资队伍，讲

好“大思政课”、用好“大思政课”，赋能思政课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3月份主题：习近平总书记关于“3・18” 思政课重要讲话。讲

话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的战略高度出发，深刻阐明了学校思

政课的重要意义，就如何办好新时代思政课作出部署、提出要求，

为办好思政课、做好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提供了重要遵循。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认

真贯彻讲话精神，提高政治站位，明确思政课重要性，加强组织

领导和保障，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创新思政课教学方法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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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构建“大思政课”格局，完善思政课评价体系，切实提高教

学质量和教育效果。

4月份主题：创新创业精神。大学生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生力军，引导鼓励和支持大学生创业，不仅可以有效促进就业提

质扩容，带来就业的倍增效应，还能有效激发青年群体的创新潜

能，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注入新鲜血液、提供有力

支撑。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在培养创新创业精神方面需要构

建完善的创业教育体系、提供丰富的创业实践机会、营造浓厚的

创业氛围、提供个性化的创业指导以及加强政策宣传和资源整合，

以有效地激发学生的创业热情、培养他们的创业能力、推动校园

创新创业氛围的形成，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业人才。

5月份主题：数智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提升。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教育数字化是我国开辟教育发展新赛道和塑造教育发

展新优势的重要突破口。”以教育数字化持续赋能思想政治教育，

不仅是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有效途径，也是应对智

能化转型发展的必要需求。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深入推动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变革创新，加强规划设计，树立数字

化意识，创新教学方法和手段，完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将人工

智能技术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推进思想政治教育精准

化转型，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和针对性。

6月份主题：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立德树人关乎党的事

业后继有人，关乎国家前途命运，也关系着广大青少年学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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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长。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

会上作出的一项重大部署，是《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

（2024—2035年）》开篇提出的重大举措，是建设教育强国的“一

号工程”。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和把握教育

规律，完善党对立德树人工作全面领导的体制机制，健全新时代

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机制，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

系，为实施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提供源源不断的改革动能。

7月份主题：开展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中国共产党人

精神谱系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

中孕育和升华的伟大理论成果和精神财富。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

调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及其伟大作用，要“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

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开

展好“传承红色基因、学思践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宣传教育，

挖掘生动素材、创新学习形式，注重运用新时代伟大变革成功案

例，充分发挥红色资源育人功能，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

会主义教育，凝聚起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青春力量。

8月份主题：奋斗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无奋斗，不青春，奋斗是青年鲜明的底色和亮色。人

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伟大奋斗精神是推动历史不断发展

前进的密钥，更是新时代的主题词和动力源。这就要求全省教育

系统，要大力宣传奋斗精神，大力弘扬奋斗精神，激励全体师生，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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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主题：弘扬教育家精神。高质量专业化的教师队伍是建

成教育强国的中坚力量，强教必先强师；同时教师思想政治状况

具有很强的示范性。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以教育家精神引

领新时代高水平教师队伍建设，通过加强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

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师专业素养、营造尊师重教的氛围、推动教

育创新与改革以及强化实践育人环节等措施，不断提升教师的教

育水平和教育影响力，在广大教师中形成人人争当教育家的氛围，

激励大家为培养更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优秀人才贡献力量。

10月份主题：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是新时代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思政教育的重要

内容，不断增强学生思政教育，有助于扎实推进思政引领力的民

族实践。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育有机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要把持续

增强学生思政教育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作为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和党的民族政策、增强国家向心力的重要内容，常抓

不懈。

11月份主题：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是一项

关乎学生成长成才、民族未来发展的系统工程。2025年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提出，普及心理健康教育，我省也将出台《湖南省促进

学生心理健康条例》，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切实把心理健

康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统筹政策与制度、学科与人才、技术

与环境，贯穿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着力破解学生心理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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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突出问题，通过构建多元化师资培养体系、优化阶梯式课

程体系、打造智慧化支持平台、健全家校社协同机制等，弥补现

有资源和认知上的缺口，推动心理健康教育深入发展，为培育心

理健全、全面发展的新时代青少年提供有力支撑。

12月份主题：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空间和阵地。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不断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思

想政治教育”“不断拓展实践育人和网络育人的空间和阵地”。实践

育人和网络育人在目标、内容与方法上具有内在逻辑关联性，主

要表现为教育目标的耦合互促、教育内容的契合互生与教育方法

的联合互动。这就要求全省教育系统，要同步推进课程建设、载

体拓展和平台建设，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以党

的伟大实践为素材讲活新时代“实践大课”，构建同向同行的育人

共同体，引导广大青少年立报国强国大志向、做挺膺担当奋斗者。

此外，除了每月的主题，根据工作需要，省委教育工委可补充通

知其他相关主题。

三、工作要求

1.提高政治站位。各高校要将做好主题理论宣传活动纳入年度

宣传思想工作的总体安排，作为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的组成

部分，作为常态化、分众化加强干部师生理论武装的机制路径，

切实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提升党的创新理

论铸魂育人成效。

2.推出精品力作。各高校推出的理论文章要聚焦实施新时代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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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树人工程这一重大使命，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创新话语表达方

式，融政治性、思想性、教育性与可读性于一体，活动中坚持重

质不重量，以精品立口碑，不搞“笔尖上的形式主义”，树立新时

代高校理论宣传新范式，推动形成强大的思政引领力。

3.强化支持保障。各高校积极对接中央和省内主流媒体、期刊

杂志进行公开发表，刊发时可标注“本文系‘理响潇湘’活动成果”，

每月底对本校公开发表的月主题文章（含文章 word版及公开发表

pdf版）进行收集，并报送湖南省高校宣传工作创新中心（湖南工

商大学）电子邮箱进行汇总。省委教育工委将利用“新湖南”电子

版进行再推介，在湖南日报要闻版设置“理响潇湘”专栏，定期刊

发有关理论文章，每年组织一次优秀理论文章评选并颁发证书。

联系人：省委教育工委宣传部曾潇潇、刘钊，电话：

0731-82204082；湖南省高校宣传工作创新中心（湖南工商大学）

聂智、周向，电话：0731-88688315，邮箱：15211140552@163.com。

中共湖南省委教育工委

2025年 4月 17日

（此件主动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