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豫高发〔2020〕73 号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南省教育厅 

关于在全省高校师生中开展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 

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竞答讲述活动的通知 

 

各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重要

讲话和指示精神，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教育部决定按照教育

系统迎接建党一百年行动方案的总体要求，以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为主

线，以知识学习为基础，以竞答讲述为形式，组织开展面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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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师生的学习教育活动，引导全国高校干部师生进一步深化抗

疫认识，坚定理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激发爱国力行，做到今

昔对照、融会贯通，不断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努力为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智慧和力量。按照教育部安排部署，现将我省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主要目的 

通过在高校深入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知识竞答讲述活动，进一

步教育引导广大干部师生全面了解我们党成立以来、新中国成立

以来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文件、重要

人物，了解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了解中国

近代以来的斗争史、我们党成立以来的奋斗史、新中国成立以来

以及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史，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

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党领导人民取得抗疫

斗争重大战略成果来之不易，深刻把握党的历史发展主题和主线、

主流和本质，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不断从中深入领会学

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感悟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持

续激发广大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不忘历史、不忘初心，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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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安排 

（一）基础学习教育（7—10 月）。以高校为单位，组织开展

学习教育，主要包括： 

1.学习基本知识。坚持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充分利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

会主义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相关学习辅导读本、参考资料

提纲、抗疫思政资料包等资源素材，明确基本知识学习的内容安

排、任务清单、组织方式和具体要求。学习党章、党的十九大报

告，学习《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重要论述选编》

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重要论述，学习《中国共产党创立

之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和第二卷、《中国共产党的九十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简史（1949—2019）》《新中国 70 年》以及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校史读本等一系列著

作和资料，夯实基础知识，构建知识结构，引导广大高校师生了

解历史事实、理清历史脉络，把握历史规律、得出历史结论。 

2.专题教育教学。把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习教育贯穿高校立德树人全过

程，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师生学习生活各方面。结合思政课改

革创新，打造学习教育“云课程”，将有关内容有机融入思政课程

和课程思政教学。策划开展主题教育，组织师生开展“网上重走

长征路”高校大接龙活动，用好用活线上线下红色资源，讲好《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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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宣言》传播故事，引导师生到革命遗址遗迹、纪念场馆实地

学习了解相关历史，现场体验革命传统和革命精神。结合党员干

部教师日常教育培训、党支部“三会一课”和党日团日、主题班

会以及各类教育活动，把鲜活丰富的专题教育内容融入其中。围

绕“把灾难当教材 与祖国共成长”主题教育活动、“全省教育系

统抗疫先进事迹万场宣讲报告会”活动、“奋斗的我，最美的国”

先进人物进校园、领导干部上讲台等工作，广泛邀请党史党建专

家、先进人物、党员榜样等先进群体，深入开展主题宣讲、互动

对话、理论阐释活动，引导广大师生深刻学习理解党的光荣传统、

宝贵经验、伟大成就。组织开展“口述校史 薪火相传”视频征集

展示活动，重点挖掘校史、校训、校歌中的红色教育元素，大力

弘扬大学精神与学术传统，持续深化爱国主义教育。 

3.灵活多样竞答。根据疫情防控形势，确定校内竞答推选的

工作安排、组织形式和实施步骤。创新竞答形式，积极利用移动

APP、“两微一端”等信息技术手段，综合选用网上答题、专题讲

座、现场竞答等活动载体，灵活采取打擂式、闯关式、互动式竞

赛方式，生动采用短视频、漫画和图板等表现形式，网上网下组

织竞答推选活动。丰富竞答内容，明确考察重点，就重大事件、

重要理论、榜样人物、校史校训等方面进行着重设计，引导师生

以此为框架构建知识体系，党政管理干部、思政课教师、辅导员

要为学生提供指导，推动爱党兴国荣校相统一，知识价值行动相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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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竞答交流分享（10—11 月）。组织各高校以竞答讲述

的形式推进学习教育，主要包括： 

1.开展网络讲述展示。依托专门开发的网络平台，设置参观

竞答和讲述展示两个环节，引导师生结合个人学习感悟与成长体

会，以故事讲述、感悟分享、告白展示的方式，进行竞答考核和

讲述展示。结合参赛者综合表现，遴选推荐若干名“最佳讲述者”。 

2.组织座谈交流分享。结合活动开展情况，适时举行活动推

进座谈会，组织各高校的活动组织方、评审专家、指导教师、参

赛者等代表参会，共同回顾活动开展情况，生动交流各高校在组

织参与过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广泛分享参赛者在学习教育、

校内竞答、讲述展示等环节中的感悟体会和成长收获，促进构建

常态化教育机制。 

（三）专题节目展示（12 月）。教育部会同有关媒体设计制

作专题节目。通过歌曲、舞蹈、情景剧、朗诵、角色扮演等方式

再现历史场景，由师生结合学习感悟现场讲述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新中国的故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的故事以及抗疫故事，引导

师生永远跟党走、奋进新时代。节目将在学习强国、中国大学生

在线、易班等网络新媒体平台进行直播互动。 

三、组织实施 

（一）抓好统筹推进。教育部思政司负责活动的具体指导与

统筹，协调相关方面设计搭建专门的网络平台，指定学习辅导读

本，编发参考资料提纲，及时更新抗疫思政资料包。各校要严格



 — 6 — 

遵守落实疫情防控期间的各级各类管理要求，结合实际，强化主

体责任，加强协调落实，把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学习教育与加强爱国主义教

育、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贯通起来。各高校要充分整合党委宣

传部门、学生工作部门、教师工作部门、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

等机构力量，加强分工协作。要精心设计活动方案，创新方式方

法，做好宣传推广和组织发动，鼓励引导师生积极参与。 

（二）广泛宣传推广。积极统筹各级工作力量，广泛宣传推

广好经验、好做法、好成果，积极争取中央媒体、本地宣传部门

和各类媒体的大力支持。中国大学生在线、易班以及各省级网络

思政中心要开设专题页面，加强宣传引导，深化学习成效。各高

校积极利用网络新媒体平台开展专题宣传推广活动，营造浓厚氛

围。 

（三）持续深化成效。各高校要结合课程教学、社会实践、

就业创业、“青春告白祖国”等工作，着力推动广大干部师生提高

学习效果，深化工作成效。持续加强总结提炼和转化运用，有针

对性地推出一批高质量学术成果，将其作为辅导员日常教育工作、

高校思政课、大学生主题党团日活动的鲜活素材，引导广大干部

师生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投身强国伟业。 

请各高校于 2020年 10月 16日前将阶段性成果等有关情况发

送教育厅思政处电子信箱：szc@haedu.gov.cn。 

联系人：省教育厅思政处郑燕辉  张艺超；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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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71-69691982 0371-69691264。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委     河 南 省 教 育 厅  

                             2020 年 7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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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河南省委高校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动公开 2020年7月14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