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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青年要坚定
不移听党话ʩ跟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
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成，立志做有理想ʩ
敢担当ʩ能吃苦ʩ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ʪ
作为当代中国青年尤其是年轻干部，要始
终恪守对党ʩ对国家ʩ对人民不变的忠诚，
做到有理想ʩ敢担当ʩ能吃苦ʩ肯奋斗，为以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而不懈奋斗ʪ

一ǐ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

就要有理想

有理想是年轻干部的初心ʩ理想让我
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坚定ʪ
做到有理想，最重要的就是有实现理想的
坚定信念ʩ坚强意志，就是要对中国化时
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坚信不疑，做坚定的马
克思主义者，掌握马克思主义这个Ž看家
本领ž，把握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ʩ
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
代伟大实践中通过Ž现实的个人ž达到梦
和理想Ž个人的实现žʪ要时刻牢记，理想
信念Ž总开关ž绝对不能出问题，出了问
题，不仅精神会Ž缺钙žʩ人也会得Ž软骨
病ž，再有才都是废材ʩ再努力都是白费，
一切的雄心壮志都将成为Ž浮萍ž和Ž浮
云ž，方向偏了ʩ路走错了只会越走越歪ʩ
离目标越来越远 ，甚至背道而驰 ʩ误入
歧途ʪ

二ǐ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

就要敢担当

敢担当是年轻干部的本色ʩ担当让我
们对牢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ʩ坚定走好
Ž五条必由之路ž的信条不褪色ʪ做到敢
担当，最关键的就是既有敢担事的决心信
心又有能担事实力能力，就是要坚定斗争
意志，增强斗争本领，以正确的战略策略
应变局ʩ育新机ʩ开新局，依靠顽强斗争打
开事业发展新天地，全力以赴把自己的事
情做好，用自己的Ž担当指数ž赢得更多的
群众Ž支持指数žʪ要时刻牢记，担当精神
无论如何都不能丢，没了担当，人就失去
了立身之本，人生境界更是无从谈起ʪ敢
扛事ʩ再难总会有办法，就会彻彻底底地
Ž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ž；不
愿担事ʩ再易也难有方法，事不避难ʩ义不
逃责ʩŽ时时放心不下ž就成了空谈ʪ

三ǐ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

就要能吃苦

能吃苦是年轻干部的天性ʩ吃苦让
我们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心越
坚韧ʪ做到能吃苦 ，最根本的就是不怕
苦ʩ甘于吃苦ʩ更吃得苦中苦，就是要始
终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个人
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ʩ享
受在后，克己奉公ʩ多作贡献，用自己的
Ž辛苦指数ž创造更高的群众Ž幸福指
数žʪ要时刻牢记，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
空乏其身 ，行拂乱其所为ʪ越是艰苦的
环境，越能磨炼品质ʩ考验毅力，早Ž吃苦ž就能多Ž进步ž，今天不Ž吃
苦žʩ明天就Ž吃亏ž；只有我们真舍得ʩ群众才能多获得，只有我们能吃
苦，群众才能真享福ʪ

四ǐ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就要肯奋斗

肯奋斗是年轻干部的使命ʩ奋斗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
仰最忠贞ʪ做到肯奋斗，最核心的就是讲团结ʩ充分认识到团结奋斗是自身
使命，就是要始终坚定团结就是力量ʩ团结才能胜利，在风雨中磨砺自己的
意志，在苦难中锤炼自己的心性，担当起时代的重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
兴锲而不舍ʩ驰而不息地顽强奋斗，用自己的Ž实干指数ž换取更广的群众
Ž满意指数žʪ要时刻牢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世界上最大的幸福莫过于
为人民幸福而奋斗ʪ奋斗者是精神最为富足的人，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
色ʩ奋斗的青春最有底气最有成色，只有坚持稳中求进ʩ走小步不停步，才能
拉伸长板ʩ补齐短板ʩ加固底板，才能在不满足ʩ不停摆ʩ不懈怠中做到不简
单ʩ不寻常ʩ不平凡ʪ

年轻干部生逢Ž风景这边独好ž的新时代，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
现梦想的前景无比光明，我们信仰什么主义ʩ捍卫什么主义ʩ坚定什么立场，
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只要立志做到有理想ʩ敢担当ʩ能吃苦ʩ肯奋
斗，坚定理想信念ʩ坚定奋斗意志ʩ坚定恒心韧劲，平常时候看得出来ʩ关键
时刻站得出来ʩ危难关头豁得出来，国家就有前途ʩ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就一定能实现ʪ

作者单位：阜阳市第三人民医院

热点话题

地方红色文化

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的价值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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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Ā弘扬以伟大建

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

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ǐ集体主义ǐ社会主

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

新人Ǒā地方红色文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

人民在革命ǐ建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独特

精神财富，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结

晶，也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宝贵

资源Ǒ以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为指导，立足

地方红色文化资源禀赋，通过价值审视与路

径优化的双重维度，把红色资源利用好ǐ把

红色传统发扬好ǐ把红色基因传承好，将其

有机融入思政课教学，是在新时代高校思政

教育改革的浪潮中积极响应国家Ā大思政

课ā建设战略部署的重要创新实践Ǒ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Ž要
锚定2035年建成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
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指导思想，植
根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顺应信息技术
发展潮流，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
力ʩ精神凝聚力ʩ价值感召力ʩ国际影响
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ʪž
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是Ž观念的上层
建筑ž，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ʪ意
识形态是经济基础的反映，同时具有相
对独立性和能动反作用ʪ地方红色文
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ʩ建
设和改革实践中形成的精神财富，蕴含

着丰富的意识形态教育资源，是马克思
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的生动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
化结晶ʪ蚌埠地区的红色文化资源承
载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渡江战役ʩ
革命建设等历史进程中的精神特质，既
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
史的生动例证，也是辩证唯物主义关于
物质与意识辩证关系的鲜活教材ʪ将
这些资源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
环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发展的
现实路径和内在规律的要求，是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Ž两个结合ž的重要论
述的重要体现ʪ

一ǐ理论价值：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践深化

马克思主义理论强调Ž理论与实践
相统一ž，地方红色文化为这一育人目
标提供了天然载体，在高校思政课教学
中融入生动的实践素材，既是落实Ž大
思政课ž建设的战略要求，同时也是培
育时代新人的现实需要ʪŽ建构党的创
新理论研究阐释和教育教学的自主知
识体系žŽ用好用活地方红色资源ž是全
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具体举措ʪ地
方红色文化的地域性特征增强了教育
的亲和力，以红色案例库为支撑，通过

行走的思政课模式，使蚌埠地区的红色
历史事件ʩ英雄人物事迹等转化为教学
案例，将《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堂延伸
至蚌埠革命历史陈列馆ʩ渡江战役总前
委孙家圩子旧址等现场教学点，实现了
从历史场景到现实实践的闭环教学，既
能促进教学内容的本土化和具体化，也
能使思想政治教育从单向的知识传授
转向立体化的情感共鸣，在多维互动中
实现自觉的行为养成，彰显了地方红色
文化Ž实践育人ž的独特优势ʪ

二ǐ实践价值：国家战略与地方资源的深度融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Ž文化自信是
一个国家ʩ一个民族发展中最基本ʩ最
深沉ʩ最持久的力量ʪž地方红色文化具
有独特的情感优势，其中蕴含着丰富的
政治基因以及强烈的家国情怀与集体
主义精神ʪ以蚌埠地区为例，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的铁路工人运动ʩ抗日战争
时期的怀远保卫战ʩ渡江战役中的支前
壮举等历史叙事，具象化呈现了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使命ʪ将这类本土红色资
源融入思政课，能够在相关课程中构建
Ž理论阐释Ÿ历史验证Ÿ地域实践ž的
三维教学框架，使学生在了解地方党史
中深刻把握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ž的
内在逻辑，强化政治认同的情感根基，
其中的情感联结，会将课堂上的抽象概
念转化为建设中的具体行动，破解传统
理论叙事与学生主体感受脱节的问题，
有效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进
而筑牢文化自信的根基，为培育Ž有理
想ʩ敢担当ʩ能吃苦ʩ肯奋斗ž的时代新
人提供了地域化范本ʪ

地方红色文化是高校思想政治理
论课的Ž精神富矿ž，其价值释放需要党
建引领 ，突破传统育人模式的路径依
赖，在Ž挖掘ʩ转化ʩ融合ʩ创新ž中构建
协同育人新生态，持续探索Ž三位一体ž
的红色文化资源体系ʩ创新Ž四维ž红色
文化教学模式ʩ完善Ž三全育人ž的协同
育人机制，进一步实现思政课与党建工
作的深度融合ʪ实践表明，只有将地域
红色文化的独特基因深度融入思政课
教学体系与党建工作格局 ，才能形成
Ž理论有深度ʩ实践有温度ʩ协同有效
度ž的育人模式，为培养Ž知史爱党ʩ知
史爱国ž的时代新人提供可持续的动力
支撑ʪ这既是落实Ž大思政课ž建设的
必然要求，也是新时代高校党建工作守
正创新的应有之义ʪ

作者单位：蚌埠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本文系蚌埠学院校级质量工程项
目（编号：2022 j c b s 2）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ǐ蚌埠学院党建工作研究课题（编号：
2025DJKT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Ǒ

三ǐ情感价值：文化自信视域下家国情怀的精神纽带

启 航 梅 哲 摄

在全民创作时代，数字技术的普及
使青年群体形成庞大的Ž认知盈余ž，其
自由时间内积累的知识ʩ技能与创造力
蕴含巨大价值潜能ʪ然而，当前青年网络
创作中大量能量流向娱乐消耗，如何将
其引向价值创造，成为高校思政工作转
型的核心命题ʪ本文以Ž数据赋能Ÿ情感
共振Ÿ生态共建ž为三重转化路径，构建
精准化ʩ感染力强ʩ多方协同的思政教育
体系，为新时代高校思政能力提升提供
理论参考ʪ

一ǐ全民创作时代青年认

知盈余转化的现实困境

1.1认知盈余的双重效应
Ž认知盈余ž理论揭示，缺乏有效引

导时，个体的知识与创造力易催生低价
值或娱乐化内容产出ʪ网络生态调研显
示，青年群体在短视频ʩ社交平台的创作
中，娱乐类内容占据主导地位，而承载主
流价值观的主题创作则明显不足ʪ这种
Ž高参与度ž与Ž低价值密度ž的矛盾，暴
露出现有思政教育对青年认知资源的整
合能力不足，亟须建立更有效的价值引
导机制ʪ

1.2传统思政的三大脱节
其一，话语脱节：传统思政传播常依

赖政策文件的单向输出，缺乏对青年语
言习惯和网络文化的适配，导致教育内

容难以引发共鸣；其二，技术脱节：算法
推荐形成的Ž信息茧房ž加剧了负面信息
渗透风险，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传播力；
其三，价值脱节：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功利
化倾向，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
目标存在张力，需构建更具时代性的价
值转化路径ʪ

二ǐ数据情感生态协同的

思政动能转化路径创新

2 . 1数据赋能：精准把握认知转化
规律

通过整合青年网络行为数据ʩ校园
活动记录等多源信息，构建个体认知画
像，建立Ž风险预警Ÿ价值评估Ÿ精准干
预ž的动态模型ʪ利用大数据分析识别青
年认知偏移倾向，开发Ž思政能量转化指
数ž量化评估网络行为价值，推动思政工
作从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ʪ同时，强化
教师的数据应用能力，将数据分析结果
转化为个性化的育人策略，提升思政教
育的精准度与实效性ʪ

2.2情感共振：激活认知转化的内生
动力

突破传统说教模式，以青年喜闻乐见
的形式传播价值理念ʪ融合AIʩ虚拟现实
等技术，将抽象思政理论转化为红色主题
数字剧本杀ʩ历史场景虚拟研学等沉浸式
内容ʪ研究表明，融入情感共鸣的传播内

容可使价值认同度显著提升ʪ通过建立
Ž情感唤醒度ž评估体系，结合用户反馈与
传播数据优化内容设计，形成Ž兴趣激
发Ÿ情感共鸣Ÿ价值内化ž的良性循环ʪ

2.3生态共建：凝聚多方协同的转化
合力

构建Ž学校主导ʩ家庭配合ʩ社会参
与ž的协同育人网络ʪ高校可与网络平台
合作，将优质思政创作纳入德育学分认
定；联合企业设立实践基地，引导青年将
专业技能与主流价值传播结合；推动家
庭参与数字素养教育，形成家校共育的
价值观引导合力ʪ同时，完善制度保障，
将Ž认知盈余转化率ž纳入高校思政考核
体系，建立激励机制，鼓励教师创新育人
模式，激发全社会参与思政教育的积
极性ʪ

三ǐ新时代高校思政能力

重构的三大范式变革方向

3.1从Ā内容供给ā到Ā能量转化ā
传统思政侧重知识灌输，新时代需

构建Ž创作Ÿ筛选Ÿ放大Ÿ反馈ž的闭
环体系，通过挖掘学生创作潜力ʩ筛选
优质内容ʩ扩大传播影响ʩ收集实践反
馈 ，实现认知资源向思政动能的持续
转化ʪ

3.2从Ā被动应对ā到Ā主动引领ā
依托大数据预警系统，提前预判意

识形态风险，建立Ž热点监测Ÿ趋势分
析Ÿ分级响应ž机制，将思政工作从Ž事
后处置ž转向Ž事前预防ž，增强价值引导
的主动性和前瞻性ʪ

3.3从Ā单一主体ā到Ā多元共治ā
打破高校思政教育的封闭性，整合

算法工程师ʩ文化创作者ʩ青年意见领袖
等社会力量，形成专业互补ʩ资源共享的
协同治理模式，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思政育人新生态ʪ

在数字技术重塑社会交往的背景
下，高校思政工作必须主动回应Ž认知
盈余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ʪ通过数据赋
能ʩ情感共振ʩ生态共建三重路径 ，实
现从Ž流量ž到Ž能量ž的转化 ，不仅是
技术手段的革新 ，更是对思政教育本
质的重新诠释ʪ这一过程需要教育者
以开放的思维ʩ创新的方法，推动高校
思政能力向更具时代性ʩ引领性的方
向跃升ʪ

作者单位：安徽财经大学；本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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