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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弘扬西南联大精神”暑期社会实践活动。

四是在网络阵地中讲好联大故事。不断加强官方

微信、易班网、校园网等新媒体平台建设，成立学校

新媒体学生社团，开设“云师故事”“联大记忆”专

栏，精心设计“南渡星辰”“诗意联大”“联大时光”

等系列特辑，用师生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联大故事。

五是在文化活动中打造联大品牌。创办“西南

联大讲坛”，至今已有杨振宁、林毅夫、丘成桐、柳

传志、余秋雨、李心草、单霁翔、施一公等38位嘉

宾莅临讲坛，使学生感受名师风采与学术浩瀚；完成

《西南联大文库》之《联大杂忆》《西南联大史料长

编》等6部著作的出版工作，采集出版《西南联大口述

史》；邀请世界级诗人和文学家，举办两届“西南联

大国际文学节”；举办“印象西南联大”全国文创产

品设计大赛、全国书画作品展；潜心打造西南联大组

歌《天降大任》、话剧《我的青春在西南联大》等原

创精品，其中纪录片《薪火》获评教育部2019年“高

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划”。

六是在校园建设中彰显联大特质。注重保护和修

缮校内联大时期的历史遗存建筑，建设红烛广场、西

南联大仿制门、西南联大三校校训柱、纪念亭、人杰

园、校歌园等系列校园文化景观，让静默的联大文化

资源景观化，让整个校园成为鲜活的爱国主义教育

场馆。

■ 努力培养时代新人，让西南联大爱国主

义精神在云岭大地永放光芒

习近平总书记亲赴西南联大旧址考察，令全校师

生员工和海内外广大校友倍感温暖、备受振奋。我们

将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继承和发扬西南联大爱国

主义精神，深入实施“四大工程”，推动思想政治教

育质量全面提升，合力构建“三全育人”工作新格局。

一是实施教育教学改革工程，打造思想政治教育

新课堂。坚定不移推进教师教育优先发展，立足边疆

教育加快推进一流师范、一流学科、一流师资、一流

本科、一流课程建设。开设一门以西南联大为主题的

全校必修课，增加“西南联大讲坛”举办次数，在思

想政治理论课中融入西南联大历史文化相关内容，继

续建设“课程思政”项目，让西南联大教书救国、读

书报国的内涵入脑入心，助力培根铸魂工作。

二是实施文化品牌创新工程，搭建思想政治教

育新平台。用好用活“西南联大”历史文化品牌，把

西南联大旧址建成全国最集中的西南联大办学历史展

陈基地、西南联大文化资源传播基地、服务云南发展

的高素质人才培养基地、云南与西南联大三校合作基

地、云南与台湾教育文化合作交流基地、面向南亚东

南亚教育科技辐射基地。加强西南联大干部教育学院

建设，着力打造全国、全省干部教育和红色教育高

地。加快实施西南联大旧址保护利用与环境提升工

程，加强西南联大博物馆建设，大力推进西南联大文

物抢救保护、西南联大口述史、西南联大文库、西南

联大组歌、西南联大影视文艺作品等文化建设工程。

编撰“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故事”“两弹一星的故

事”“闻一多最后一次演讲后舍生取义的故事”等，

大力宣传西南联大教书救国、读书报国的光荣历史和

同舟共济、同仇敌忾的爱国主义篇章。

三是实施红色网络育人工程，探索思想政治教

育新思路。深入挖掘西南联大历史文化资源和红色基

因，开展红色网络思政研究，推出一批网络育人产

品。着力构建校园网络新媒体传播矩阵，建设一批思

政微课，打造一批红色网络示范活动，在教育灌输和

潜移默化中引导学生树立国家意识、增进爱国情感。

四是实施服务社会优化工程，融通思想政治教育

新渠道。主动对接云南重大发展战略，发挥优质基础

教育资源的辐射带动作用，助力云南打赢精准脱贫攻

坚战。大力实施“一专多能型”“定向乡村型”“公

费师范生”等培养模式，高水平办好云南省“万名校

长培训计划”，着力培养一批支撑云南基础教育振兴

的优秀中小学校长和教育家，为解决贫困地区中小学

师资队伍严重不足、整体素质不高等作出积极贡献。

在重大纪念日、重大历史事件日，注重发挥“一二•

一”运动纪念馆的红色教育功能，面向社会组织开展

公祭、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墓等纪念活动；依托西

南联大博物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组织爱国主义教育

研学实践教育活动，构建爱国主义教育的校内校外工

作联动育人共同体。

云南师范大学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

继承和弘扬西南联大爱国主义精神，努力建设一支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和优秀教

师队伍，努力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努力培养一批又一批感党

恩、听党话、跟党走的时代新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

指引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主动服务云南“一个跨

越”“三个定位”“五个着力”战略目标任务，加快

推进以教师教育为特色的高水平大学建设，为实现云

南教育现代化、促进云南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