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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文化育人体系建设方案

一、组织体系

牵头校领导：王 旭

组 长：胡学斌

牵头单位：宣传部

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机关党

委、校工会、校团委、社科处、后勤处、房管处、基建处、

虎溪校区管委会、图书馆、档案馆、社区办、马克思主义学

院、艺术学院、体育学院、电影学院

二、工作目标

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践行和弘扬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注重以文化人、以文育人，深入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推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优化校风学风，繁荣校园文化，

培育大学精神，建设优美环境，滋养师生心灵，涵育师生品

行，引领社会风尚。

三、工作思路

强化理念：强化“请进来、走出去、升上去”的文化育

人理念，体现新时代的思政观、教育观，形成“以理服人，

以文化人，以学养人，以美服人”四个维度的工作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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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引领：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理想信念教育，积

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师生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培育、选树和宣传一批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文化

育人全过程。

推进落实：切实推进“传统文化振兴工程”，实施“中

华经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红岩文化教

育工程”，推进文化传承基地建设，创新“校园文化推广工

程”等。

彰显特色：挖掘校史校风校训校歌的教育作用，编辑校

史院史系列丛书，推进校歌传唱，传承重大精神，继续加大

立德树人展览馆建设。加强校雕塑景观建设，推进全国文明

校园创建工作。实施“高校原创文化经典推广行动计划”，

推广师生原创文艺精品。

突出实效：让师生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更加自觉，文化素养同步提升，师生获得感增强，

校园更加文明和谐。

四、工作举措

（一）加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

设，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育人全过程。

1.突出思想政治引领，强化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长效机制建设。（责任单位：宣传

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机关党委、校工会、校团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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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办、马克思主义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2.建好主阵地、畅通主渠道、用好主抓手，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体现到育人全过程。（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

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工会、校团委、社区办、马克思主

义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3.唱响主旋律，发出好声音，凝聚正能量，营造好氛围，

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提升师生文化素养，提升

学校文明程度。（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

工部、机关党委、校工会、校团委、社区办、马克思主义学

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二）开展师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题教育活动，引

导师生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4.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广泛开展“我的中国梦”等

主题教育活动。（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校

工会、校团委；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5.加强师德涵育基地建设，组织开展“重庆大学师德模

范报告会”，开展引导广大教师争做以德立身、以德立学、

以德施教、以德育德的文化涵育系列活动。（责任单位：教

工部；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6.聚焦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

接班人的根本任务，坚持“扶持、扶优、扶需”原则，实施

“铸魂、启邦、培优”计划。（责任单位：校团委；完成时

限：长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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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系统开展“青年大学习”，以“前锋网络文化工作室”

为抓手，打造新媒体“咏经典”“青马者说”“奋斗者说”

等。（责任单位：校团委；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三）培育、选树和宣传一批学习励志、实践奉献、参

军报国、诚信友善、创新创业、志愿服务等方面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先进典型，营造积极向上的校风学风。

8.通过学术先锋、党员先锋、道德先锋等培育，推广展

示一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典型案例，选树宣传一批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先进典型。（责任单位：教工部、学

工部、研工部、机关党委、校工会、校团委；完成时限：即

行实施，长期坚持）

9.优化提升立德树人专题展览馆。（责任单位：档案馆；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0.打造“德行的力量——重庆大学学人风采系列展”

文化品牌。（责任单位：档案馆；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四）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组织实施“中华经

典诵读工程”“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开展“礼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戏剧戏曲进校园”等文化建设活动。培育

具有学校特色的体育艺术文化成果，建设一批文化传承基

地，工作有方案、成果有展示，引导高雅艺术、非物质文化、

民族民间优秀文化走近师生。

11.实施“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在全校师生中广泛开

展朗读活动,掀起和带动全民朗读的热潮。（责任单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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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委、图书馆、电影学院；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2.挖掘各类节庆活动的文化内涵，通过一系列庆祝、

纪念活动，大力推进“中国传统节日振兴工程”。（责任单

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机关党委、校工会、

校团委、各学院；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3.开展“礼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戏曲进校园”等

文化建设活动，引导高雅艺术、非物质文化、民族民间优秀

文化走近师生,展现中华文化魅力。（责任单位：宣传部、

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工会、校团委、各学院；完成

时限：长期坚持）

14.建设好“川剧文化传承与保护基地”“西南地区非

物质文化遗产影像保护与传承中心”。（责任单位：宣传部、

教工部、校团委、社科处、艺术学院、电影学院；完成时限：

长期坚持）

15.广泛开展体育活动，打造校园体育精品，展示一批

体育艺术文化成果，服务师生身心健康。积极开展“晨曦计

划”。（责任单位：体育学院、学工部、研工部；完成时限：

长期坚持）

16.全面落实学校与重庆市文化旅游委的战略合作协

议，建设好“重庆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重庆大学非

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两个校级人文社科科研平台。（责

任单位：社科处；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7.大力推进全民阅读，营造书香重大氛围，打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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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四季”阅读推广系列活动。（责任单位：图书馆；完成时

限：长期坚持）

18.打造特色空间浸润育人。通过特色舍区书屋的打造，

把书香的气息、文化的氛围延伸到学生宿舍区，继续营造好

虎溪校区的黄葛书屋、松园书屋、竹园书屋的书香氛围；加

强“重庆作家书院”建设；打造音乐图书馆主题文化空间；

打造“新时代学习共享空间”。（责任单位：图书馆、虎溪

校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19.虎溪校区不断探索舍区教育和文化环境育人的新思

路，将学生舍区作为教育、培养学生的平台、载体、环境，

实践“三全育人”的理念，不断加强舍区教育管理，推进舍

区服务育人。（责任单位：虎溪校区管委会；完成时限：长

期坚持）

20.大力开展教职工文化创建活动，不断增强教职员工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责任单位：教工部、机关党委、校工

会、社区办；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21.充分利用虎溪校区人文艺术展示厅和图书馆艺术展

厅，进行学校师生和校外名家作品展，发挥美育在学校教育

中的积极作用，让师生感受美好、传播美好、创造美好。（责

任单位：虎溪校区管委会、图书馆；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五）挖掘革命文化的育人内涵，推进实施“革命文化

教育资源库建设工程”，组织编排展演以革命先驱为原型的

舞台剧、以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歌舞音乐、以革命文化为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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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网络作品。

22.开展“传承红色基因、担当复兴重任”主题教育活

动，引导师生弘扬革命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责任单位：

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各二级党组织；

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23.组织编排展演一批以革命先驱为原型的舞台剧、以

革命精神为主题的歌舞音乐、以革命文化为内涵的网络作

品。（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艺术

学院、电影学院、各学院；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24.实施“革命文化教育资源库建设工程”。结合重庆

的革命历史文化传承，深度挖掘重庆抗战文化、红岩文化、

统战文化、巴渝文化、两江文化等文化资源，讲好重庆故事，

传承重庆历史，继承和发扬革命精神。（责任单位：图书馆；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六）有效利用重大纪念日契机和重点文化基础设施开

展革命文化教育。

25.开展“五四”“七一”“十一”等节日系列纪念活

动或文化教育活动，组织学校新年晚会。（责任单位：宣传

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机关党委、校工会、校团委、

各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26.积极开展每周一及重大活动、节假日“升国旗、唱

国歌”主题教育活动。（责任单位：学工部；完成时限：长

期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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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开展“九月的迷彩，奋斗的青春”军训联欢晚会或

演讲比赛等，营造深厚的关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良好氛围。

（责任单位：学工部；完成时限：2019 年 9 月）

（七）挖掘校史校风校训校歌的教育作用，推进“一校

一品”校园文化建设，建设特色校园文化，创新校园文化品

牌。

28.传承大学精神，打造重大文化特质，加大校园文化

建设品牌创建力度，合理统筹校园文化资源，精心梳理、凝

练、培育、打造校园文化建设品牌，打造特色校园文化。（责

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档案

馆、图书馆、各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29.挖掘学校历史文化资源，编辑出版校史系列丛书，

对校史馆升级改造，大力开展学校和学院历史文献的整理与

研究，重视历史史料的追溯与传承，抢救性地保护、挖掘学

校宝贵历史文化资源，增加历史甬道学校大事内容，充分发

挥校史和院史的育人功能。（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

学工部、研工部、虎溪校区管委会、后勤处、房管处、基建

处、档案馆、图书馆、各学院；完成时限：2019 年 10 月，

长期坚持）

30.将“校园十八景”打造成为融合学校办学沿革、著

名校史事件、著名校友等信息的校史文化阵地，让“校园十

八景”成为传达学校办学理念、展现办学历史、浓缩地域文

化的独特载体。（责任单位：宣传部、后勤处、房管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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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处；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31.大力推进校歌传唱、践行“耐劳苦、尚俭朴、勤学

业、爱国家”的校训等活动。（责任单位：宣传部、学工部、

研工部、校团委、各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32.打造重庆大学 B 区特色档案文化走廊。（责任单位：

档案馆；完成时限：2019 年 9 月底，长期坚持）

（八）推进实施“高校原创文化经典推广行动计划”，

支持师生原创歌剧、舞蹈、音乐、影视等文艺精品扩大影响

力和辐射力。

33.实施“高校原创文化精品推广行动计划”，坚持思

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相统一，着力推广一批高校原

创文化精品力作。（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

研工部、校团委、档案馆、图书馆、各学院；完成时限：即

行实施，长期坚持）

34.切实推动学校广大师生积极创作体现时代精神，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文化理念，反映教育改革发展成就，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接地气、传得开、

留得下的原创舞台剧、音乐、舞蹈、影视、文学等类型的

校园文化精品。（责任单位：宣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

工部、校团委、档案馆、图书馆、各学院；完成时限：即行

实施，长期坚持）

35.对师生原创的校园文化作品加强指导和支持，推动

作品的推广和传播，因地制宜打造“落地版”。通过“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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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等形式，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和辐射力。（责任单位：宣

传部、教工部、学工部、研工部、校团委、档案馆、图书馆、

各学院；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九）建设美丽校园，实现校园山、水、园、林、路、

馆建设达到使用、审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

36.做好校园文化景观建设，制作发布高校优秀人文景

观、自然景观名录，继续对学校建筑群落和景观的文化内涵

进行挖掘，加强校内雕塑景观建设，完善各校区山石湖畔、

园林道路的路牌和标识命名工作。（责任单位：基建处、后

勤处、房管处、虎溪校区管委会、社区办；完成时限：2019

年 12 月，长期坚持）

37.加强校园规划和建设，推动实现校园山、水、园、

林、路、馆建设达到使用、审美、教育功能的和谐统一。（责

任单位：基建处、后勤处、房管处、虎溪校区管委会、社区

办；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38.加大虎溪校区植物园专业分类园区建设及植物标识

标牌建设力度，增强植物园科普功能；打造梅、竹、松、兰

园四个园区的特色文化，以梅、竹、松、兰所寓意的传统文

化培养学生高洁的品质。（责任单位：虎溪校区管委会；完

成时限：长期坚持）

（十）积极开展文明校园创建，把学校建设成为社会主

义精神文明高地。

39.以创建全国高校文明校园为契机，促进校园文化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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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提升校园文明程度。（责任单位：宣传部、各二级单位；

完成时限：长期坚持）

40.积极推进人文社区、美丽社区、和谐社区建设，挖

掘社区文化资源，在社区大力传承中华传统文化，开展文化

传承、文化创作、文化教育等系列文化活动，倡导邻里亲情，

彰显社区人文特色，强化社区育人功能。（责任单位：社区

办；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41.将学校文化育人工作与文明校园创建工作有机结

合起来，把学校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高地。（责任

单位：宣传部、各二级单位；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

持）

42.通过文明校园创建，规范校园标志牌、指示牌、广

告牌，切实治理脏乱差，使校园文明和谐。（责任单位：后

勤处、基建处、保卫部；完成时限：即行实施，长期坚持）

五、预期成效

（一）制度成果

形成重庆大学进一步加强文化育人工作的实施方案和

配套文件制度体系，建立可复制、可推广、有实效的育人体

系。建成内容完善、运行科学、保障有力、成效显著的一体

化文化育人工作体系。

（二）实践成果

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升上去”的方式开展文化育人

工作，扶持、培育、打造一批文化育人精品，让师生文化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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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得到同步提升，理想信念更加坚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更加自觉，师生获得感增强，校园更加文明和谐。

（三）理论成果

丰富文化育人内涵，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文化教育传统优

势，保持校园的时代活力。鼓励、支持相关学科、学院产出

文化、艺术、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高水

平论文、专著、调研报告等理论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