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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党和人民一道奋斗出来的。”

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

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 7 月 26 日至 27 日在京举行。习近平

总书记在开班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快来跟中央团校马克思主

义学院讲师张伟伟、安徽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潘金刚、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副教授房世刚以及中央财经

大学、中南大学的同学们一起学习探讨吧！

7 月 28 日，在山东省德州市齐河县

祝阿镇马坊社区乡村“复兴少年宫”，王

向东在教小朋友捏面塑。

齐河县作为省乡村“复兴少年宫”建

设试点，首批建成 57 处乡村“复兴少年

宫”，挖掘优秀乡村“复兴少年宫”师资担

任辅导员，动员民间艺人、非物质文化遗

产传承人、“五老”志愿者、退休教师、放

假的返乡大学生等积极参与，通过书法、

剪纸、面塑、朗诵等形式多样的活动，丰

富乡村少年儿童的假期生活。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乡村“复兴少年宫”
里欢乐多

□ 杨歆曼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朱娟娟 雷 宇

“ 摄 氏 三 四 十 度 的 高 温 ， 太 阳 暴 晒 ， 天 气 闷

热，大家肯定希望在空调房里喝冷饮，我却在田地

里测量光合数据。唯一的遮阳伞只能为仪器‘遮

阳’。实在热得受不了了，就把田里混着泥巴的水

泼在身上⋯⋯”

讲这话的 95 后王玉坤有两个身份：武汉大学

2020 级遗传学博士研究生、学校博士生宣讲团队

员。做研究时，这是他在实验田里的日常；站上宣

讲台，他习惯从这样的身边细节入手，“亲身经历

的故事更有感染力，更能引发共鸣”。

在武汉大学，一支成立 5 年的博士生宣讲团累

计 吸 纳 113 名 博 士 研 究 生 完 成 了 750 余 场 理 论 宣

讲 ， 直 接 服 务 师 生 群 众 近 50 万 人 次 。 他 们 进 支

部、进宿舍、进实验室，走到青年学生身边宣讲，

也下农村、进社区、跑企业，把鲜活的理论知识送

往基层一线，被亲切称为“武汉大学博士生天团”

“珞珈山下最会讲故事的人”。

“思想不在天边，在身边”

时间回溯至 2017 年 11 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结束不久，武汉大学党委研究生工

作部决定，成立一支由党员博士研究生组成的宣讲

团，围绕四史教育、理想信念、治国理政、科技创

新等板块，结合校训，组建“自强”“弘毅”“求

是”“拓新”4 个分团，面向全国开展理论宣讲。

这是华中地区首个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博士生宣讲团。团队成立之初，便

建立起集体研讨、共同备课、试讲观摩、正式宣

讲、评价反馈、品牌塑造工作体系。团队秉承“全

博 士 、 数 量 小 、 技 能 全 ”， 要 求 宣 讲 具 备 学 科 特

色、主题深受青年欢迎。

首批来自 14 个学院的 18 名博士生走上讲台，

围绕“新时代的中国特色外交”“建设海洋强国”

等主题开展宣讲。

不久，测绘学院 2016 级博士生陈冠旭就觉得

“有点儿为难”：博士生时常外出科研，如何平衡宣

讲团的工作？“就地宣讲。一线科研也需要热腾腾

的理论宣讲。”得知情况后，武汉大学党委研究生

工作部副部长左征军建议。

于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灵山岛附近海域科研之

余，陈冠旭就站在科考船的甲板上，面向科研工作

者作“点亮北斗星，照耀中国梦”为主题的宣讲。

船舶噪声不时传来，他丝毫不被影响，结合专业所

学，提高嗓门洪亮讲述党的十九大精神要义。

当精心准备的理论知识 激 荡 于 触 手 可 及 的 科

研现场，这样不同于报告厅内的宣讲带给听众别

样的体验。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员工刘惠化加

深了对于国家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基层科研人员

越来越受到重视等方面的了解，“国家强大了，个

人才能强大”。

“思想不在天边，在身边。”这是左征军指导博

士生宣讲团时常说的话。在他看来，宣讲团因新思

想而生，是继思政课后的新型学习平台，不同学科

背景的博士生依托各自专业、特长、经历，将身边

的鲜活故事与党的理论充分融合，用青年视角阐释

党的理论，更能触动观众心坎。

2021 级现当代文学博士生党利奎出生于甘肃

省的一片黄土地，他的叔叔是一位边境作战烈士。

儿时，红色文化的种子就在党利奎心里埋下。如今

作为第五届博士生宣讲团讲师，在作“延安精神永

放光芒”等主题宣讲时，他融入自身参军入伍、重

走长征路的经历，课上还会演唱自己编写的 《延安

组歌》。

“如果你问我‘在大国外交路上，普通人如何

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如何秉持真实亲诚理

念，如何同舟共济、携手前进’，请听发生在遥远

非洲小岛上的故事⋯⋯”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

2021 级国际法博士研究生李泳萱曾走访 30 多个国

家和地区，长期参与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调

研。宣讲时，她多次结合自身援外工作经历，讲述

几内亚湾深处的“抗疟外交”故事，还会给参与互

动的听众准备具有非洲风情的小礼物。

第一临床学院 2018 级博士生赵东曾在武汉疫

情前线连续奋战 120 余个日夜，累计帮助救治 130
多例危重症新冠肺炎患者，被评选为“全国最美大

学生”。他加入第四届博士生宣讲团，以来自一线

的所见所闻所感弘扬抗疫精神。

紧跟时事，常讲常新。去年，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之际，第四届博士生宣讲团组建党史教

育分团，面向全国高校师生开展党史宣讲，并接受

企业、社区、中小学预约。

“用青年态的话语讲出特色”

“不想当‘段子手’的博士一定不是纯正的东

北人。”6 月 30 日晚，在武汉大学“研究生党员庆

祝香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主题宣讲活动上，第五

届博士生宣讲团团长、哲学学院 2020 级博士生张

昊以脱口秀的方式开场，引得观众笑声阵阵。

这只是张昊开展宣讲时备用的开场白之一。

她 观 察 到 ， 有 些 同 学 将 理 论 学 习 与 “ 枯 燥 ”

“死板”画等号，不愿主动学习相关知识。“人既然

是鲜活的，就能够把理论给讲鲜活。”加入宣讲团

半年多来，她不断探索贴近青年的宣讲方式。电视

剧 《山海情》 热播，她便模仿剧中农民的方言，讲

解党组织带领群众脱贫攻坚的工作，结果一下子就

点燃现场气氛，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

“宣讲需要将内容的专业性与自身的个性化相

结合。”渐渐地，张昊形成了深入浅出、幽默风趣

的宣讲风格，经常结合自身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经历畅谈理论自信。

早在宣讲团成立之初，队员们一起探讨“如何

讲”时，就碰撞出一条基本思路：宣讲团源于青

年，队员们平时喜欢看什么，不妨就以什么样的方

式呈现在宣讲中，同时通过与听众互动交流逐渐完

善形式。大家的生活阅历、表达风格各有特点，不

宜固化为同一种模式，团队鼓励每个人都探索“讲

出自己的特色”，用青年语言宣传党的主张。

每一个宣讲课件的出炉，基本都需要经过 1 至

2 个月修改、试讲、权威教授专家把关。“精益求

精，反复淬炼。”宣讲团指导老师司文超介绍，宣

讲团还打造出一批示范性的宣讲，遴选一批优质的

课件重点培育、推介；定期邀请中央、省、校各级

宣讲团专家共同备课，联合清华大学、浙江大学等

高校举办全国高校党史接力宣讲会，不断提升团队

宣讲水准。

在每一场党史主题宣讲前，思想政治教育专业

2020 级 博 士 生 付 玉 璋 都 会 做 足 准 备 。 为 找 到 语

感，让宣讲故事性、专业性兼备，她利用课余时间

听了几十场党史专题讲座。她觉得，只有不断“充

电”，在宣讲时才“更有自信和底气”。

在中南民族大学宣 讲 脱 贫 攻 坚 精 神 时 ， 付 玉

璋从驻村干部们亲人的视角出发，带着真情实感

讲 出 了 “ 全 国 脱 贫 攻 坚 楷 模 ”黄文秀在贫困村工

作的不易。看到黄文秀牺牲的场景，有的学生流下

了眼泪。

宣讲团还创新形式，推出“博宣电台”，以电

台传递中国故事的青年声音；用视频宣讲理论，以

画面感染受众。在第五届宣讲团副团长冯浩的带领

下，团队升级预约方式，在全国高校宣讲团中率先

推出“鲲鹏云线上预约”小程序，各预约单位可以

填写定制主题，也可“点单”喜爱的队员。

“做有知识、有情怀、有担当的青
年传播者”

“People love the women's volleyball team
not just for the champions' victories, but for the
unyielding spirit （人们喜欢女排，不仅仅是因为冠

军 的 胜 利 ， 更 是 因 为 不 屈 不 挠 的 精 神）。” 4 月 6
日，武汉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报告厅内，英语、汉语

宣 讲 声 声 入 耳 。 来 自 不 同 国 家 的 40 余 名 留 学 生 ，

不时地为博士生宣讲团带来的“感受多语魅力·讲

述中国故事”主题宣讲送上阵阵掌声。

在讲到“问道苍穹”时，队员王天依托考古学

专业知识，引入屈原 《天问》 等诗篇，结合“嫦娥

五号”月球探测器、“羲和号”太阳探测卫星、“祝

融号”火星车，图文并茂地描绘出一幅中华民族问

道苍穹、永续“飞天梦想”的历史画卷。

“‘飞天’从神话成为现实，体现出了中国科

技的巨大进步，而中国人对太空卫星的命名又展现

了浪漫和情怀。”互动环节，来自埃及的留学生沙

拉丽表示。

这样的多语种宣讲，对武汉大学博士生宣讲团

来说并不鲜见。在宣讲团，一个共识是：作为党员

博士研究生，所有队员理应积极拓展国际视野，涵

育大国情怀，依托多语种应用能力和扎实的理论功

底，以国际表达讲好中国故事，不断增进留学生对

于中国的理解与感悟。

“用青年担当践行党的要求。”武汉大学党委研

究生工作部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办公室主任陶孝芳

表示，每一届宣讲团队员在各自学术领域都表现出

众，但一直以来，“坚定理想信念”是选拔队员的

第一标准。

从第一届的 18 名队员发展至第五届的 34 名队

员，宣讲团人员不断增加，宣讲覆盖范围也越来越

大，如今已走过 25 个省、市、自治区。

团队成立至今，始终坚持义务宣讲，他们将党

的创新理论送到青年学生身边，走进新疆库尔勒、

贵州山区、湖北十堰西沟乡等脱贫攻坚一线，走进

中铁集团、东方武核、中江实业等大型企业，走进

武汉市的社区⋯⋯让党的创新理论跟随青年的脚步

“飞入寻常百姓家”。

看到坚持义务宣讲的博士生如此辛苦，曾有人

向学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建议用劳务报酬来激励宣

讲团。每当看到伙伴们昂着笑脸为宣讲奔波的身

影，当见证原本说话结巴的同学站在台上侃侃而

谈，大家觉得奉献精神才应是团队的“激励机制”。

“做有知识、有情怀、有担当的青年传播者”

沉淀为团队所有队员共同的信念。5 年来，他们发

挥传帮带机制，在反思中改进团队建设，在协作中

增强凝聚力、向心力。老队员会定期参加新一届的

备课会，分享宣讲经验、推荐宣讲资源。

作为第五届宣讲团副团长，王玉坤对于“担

当”二字深有体会。他第一次作宣讲就走上了中国

人民大学举办的一场全国高校联合宣讲舞台，当他

讲到朱英国院士身患重病仍在实验田劳作时，有的

同学眼眶湿润了。

那一刻，王玉坤意识到，理论宣讲与科研工作

是相辅相成的，“农业发展不仅仅是把种子培育出

来，更要推广出去。我作宣讲，就是希望为国家的

粮食安全战略尽一份力，为杂交水稻事业尽一份

力”。每天至少有 10 个小时待在实验室的他，利用

每个等待实验结果的间隙，抓紧学习理论知识、备

课宣讲。

“担当”也印刻在了团队共同走过的足迹里。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武汉大学博士生

宣讲团率先在湖北高校中推出“抖音短视频接力微

宣讲”精品课程，面向超过 200 万人次讲述抗疫中

的青年故事，传播疫情防控权威信息；北京冬奥会

开幕前夕，这支宣讲团于全国高校中率先推出“冰

雪冬奥梦·一起向未来”系列主题视频宣讲，累计

获得 200 余万人次关注；樱花绽放时节，宣讲团设

计推出“樱花树下”云宣讲视频，致敬抗疫医护、

追忆珞珈先辈，获得 10 万余人次关注。

队员们在宣讲中锤炼本领，也成长为更好的

自己。

2016 级思想政治教育博士研究生张瑜曾任首

届宣讲团队员、第二届宣讲团团长。在中宣部组织

的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系列研讨会上，她曾作为唯一的青年学生代表作

主题发言，还获评全国“百名研究生党员标兵”，

毕业后成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一名思政课教师。

毕业后走上基层选调生岗位的吴汉勋，在上海

疫情发生后，第一时间投入抗疫工作，身兼志愿

者、外卖员、跑腿、代购的职责，见证过宣讲力量

的他还打算在所在单位成立一支青年宣讲团。

华中地区首支高校博士生宣讲团走过5年——

珞珈山下那群会讲故事的人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婷婷

“教育戏剧的目标不是为了教育固定

的 40 个学生，而是要用红色戏剧的文化形

式 进 行 思 政 教 学 改 革 和 实 现 社 会 文 化 服

务。”2021 年，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教 师 何 菲 菲 从 导 师 安 凌 教 授 手 中 接 过 了

“林基路艺术剧社”，她始终记着老师的教

诲，希望能带领学生们去更大的舞台，传播

红色文化。

“巍峨天山，环绕着戈壁无边，在这大

自 然 间 ，陶 冶 着 新 社 会 的 青 年 ⋯⋯”20 世

纪 30 年代，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年轻

的中国共产党人跋山涉水，克服艰险，从延

安到达中国西北边陲，把马克思列宁主义

和革命精神播撒到新疆大地。

今天，新时代的新大学子接过先辈的

接力棒，谱写新时代的灿烂篇章。

“让教育者去影响更多人”

新疆大学的前身是有“抗大第二”美誉

的新疆学院。80 年前，林基路担任新疆学

院教务长一职，他亲自指导学生排演抗战

戏剧，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宣传抗战，宣传

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

2017 年 9 月 27 日，新疆大学“林基路艺

术剧社”成立了——传承林基路为新疆学院

树立的“教用合一”教育思想，用话剧服务新

疆社会，重现时代激情，讲好新疆故事。

“我们每天走在校园的‘林基路大道’

上，但是之前对林基路教务长的了解并不

深。”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 级

学生张祖豪是原创革命历史剧《共产党人

在新疆（1935-1945）》中林基路的扮演者。

剧社的生活，为他打开了一条崭新的时空

隧道，他走进那段峥嵘岁月，和先烈对话。

张祖豪感到，话剧演出在帮他拓展思维，浸

入历史，树立起“爱校如家”的信念。

“教育戏剧能最大限度地调动教育者

和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以他们主动参

与、乐于接受方式融入一些重要的人生道

理。”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退休教

师安凌介绍。她希望能将教育戏剧的理论

和实践与思政教育结合，培养学生的社会

责任感。

每周 4 次表演训练，声台形表样样不

落。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学生们也坚持“云

排练”。

“剧社的训练要求高、强度大。最早排

练休息的时候，学生们都在玩手机。”安凌

回忆，“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突然有一天，

学生们休息时也集中起来，开始朗诵《囚徒

歌》，唱《太行山上》。”

剧社这个大家庭聚集了 10 个民族的

40 多名学生，何菲菲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学生在日常排练、交流中感受到“民

族团结一家亲，凝聚力更强了”。

“红色教育戏剧为思政教育打造了新

的路径。它把共产主义信仰变成戏剧故事、

人物生活呈现在舞台上。”何菲菲说，“我们

要让教育者去影响更多人。”

“教用合一”，翻转思政课堂

如 何 深 度 挖 掘 教 学 内 容 中 的 思 政 意

味？如何将思政教育和边疆多民族地区的

历史和特色结合，推进文化润疆工作？新疆

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的教师一直在思考

这些问题。

思 政 教 育 和 专 业 教 育 不 能 是“ 两 张

皮 ”，教 师 们 聚 焦 中 华 文 化 和 中 国 文 学 精

粹、引导学生重温经典，厚植家国情怀。在

安凌的课堂上，同学们慢慢领悟鲁迅为何

要“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和戴望舒

一同用“残损的手掌”抚摸战火中满是伤痕

的中华大地；在阅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中，领悟文艺精神⋯⋯

“新疆大学具有厚重鲜明的红色基因，

我们要立足新疆区域发展实际，结合经典

文学文本和红色文化，培养学生的问题意

识，把握文化对话在促进丝路沿线国家民

心相通所发挥的桥梁作用。”新疆大学中国

语 言 文 学 学 院 教 授 邹 赞 希 望 ，将“ 文 献 整

理+文本细读+田野调查”结合，打造“三位

一体”的“课程思政”模式，构建“大思政”背

景下的教育共同体。他曾先后邀请 10 余名

本科生参与他主持的科研项目，远赴天山

南北、探访各兵团农场，挖掘新疆军垦口述

史和新疆红色文化资源。

为追寻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共产党在

新疆的足迹，2018 年 8 月，安凌和何菲菲前

往广州调研，拜访曾在新疆奋斗过的共产

党员李云扬（曾任新疆省立第一中学校长）

的儿子李胜利教授和林基路烈士的侄子等

一众烈士亲人。

“李胜利教授 70 多岁了，非常热情地

给我们展示他搜集的各种资料，极大地鼓

舞了我们。”何菲菲回忆，他们将厚厚一沓

资料分发给学生后，学生分组研读讨论，自

发观看影视资料，揣摩历史人物的性格。

学生逐渐成长为“多面手”，剧本创作、

舞台场景搭建、妆造设计、灯光音效⋯⋯都

由学生主导。历时 34 个月，由师生自编自

导 自 演 的 原 创 作 品《共 产 党 人 在 新 疆

（1935-1945）》首演成功。

“ 剧 团 的 意 义 是 引 导 学 生 从 ‘ 死 读

书、读死书’中走出来。”安凌说，在创

作、排练、演出的过程中，培养学生的团

队精神、学会与不同的人交流、观察社会

和人情、理解政策和法规。

“共产党人来到新疆后，为革命事业

四处奔走。毛泽民推行货币改革，和林基

路等人为抗战前线举办募捐活动，他们为

新疆经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谈到剧中

的情节，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 2020
级学生赵江如数家书。在竞选角色时，他争

取到饰演毛泽民的机会。在先辈精神感召

下，他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

演出在剧社，创新在剧外。新疆大学本

科生夏扑海提·帕力哈提、苏麦娅·艾尔肯、

赵付路等人探访新疆农村地区，亲身体会

到在“访惠聚”“脱贫攻坚”等政策支持下，

新 疆 人 民 的 生 活 越 来 越 好 ，他 们 创 作 出

《“一家人”餐厅》《情成一家》等剧本。

在“清明诗会”中，学生们诵读改编诗

剧《永恒的中国》，缅怀革命先烈；“兰亭国

学社”探讨国学知识，感悟优秀传统文化魅

力⋯⋯一系列经典校园文化品牌，构成了

立 体 化、多 层 面、多 民 族 文 化 共 同 交 融 的

“大思政课”。

“我也要完好无损地将它
交到学弟手中”

“我爱我的家人胜过自己的生命，可我

的信仰关乎全中国人的存亡。我没有权利

放弃全中国人的生命。”张祖豪接受记者采

访时，重现了这段台词，“烽火岁月里，共产

党人用生命守护新疆，我也要做‘新时代的

林基路’，为建设大美新疆贡献青春力量。”

在不少学生心里，话剧是“特色思政

课”，引导他们筑牢红色梦想，强化使命

担当。

临近“世界读书日”，剧社学生自发提

出要以茅盾先生为新疆的文化建设作出的

贡献为题材，创作一部话剧，可时间不到一

个月，能完成吗？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话剧

创 作、排 练 的 难 度 陡 然 增 加 。作 为 指 导 教

师 ，何 菲 菲 被 阻 隔 在 校 园 外 ，只 能“ 干 着

急”。她原本想打“退堂鼓”，但学生态度坚

定：“如果是林基路教务长，他肯定选择坚

持，我们不能放弃。”

“虽然是初稿，但内容质量很高。”何菲

菲说，在她给学生布置任务后，不到两天，4
名学生编剧就完成了原创报告剧《茅盾在

新疆》初稿的撰写工作。“剧本创作环环相

扣，他 们 都 有 很 强 的 责 任 心 ，知 道 一 旦 拖

延，就会影响整体进度。”

“我们不想做快餐式的文化，但不意味

着我们无法在短时间内交出一份优秀的思

政作品。红色教育剧社把学生都培养成了

‘林基路的学生’！”何菲菲说。

每年毕业季，林基路艺术剧社都要送

走一批学生，再从大一新生中招人、培训。

演员不固定似乎并不利于剧团的发展，但

学生们坚持“离社不退社”。

“这是剧社里每一任林基路扮演者的

信物，现在我把它交给你了。”今年 5 月，张

祖豪从学长那里接过了林基路调离新疆学

院时的手谕复印件。薄薄的一张纸，是团魂的

延续，也是红色精神的传承，“我也要完好无损

地将它交到学弟手中。”

学生是教师种下的树

苗，而剧本是学生为社会

文化种下的树苗，何菲菲

说，“我们的未来，是连

绵不绝、郁郁葱葱的希望

山脉”。

舞台上的思政课

扫一扫 看视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