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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12 日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天津大学党委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党中

央决策部署，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谋划安排，不折不扣抓好落

实。学校各级党组织迅速行动，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多措并举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见行见效。 

加强组织领导，种好工作落实“责任田”。全面落实党委

主体责任，成立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校党委书记、校长担任组长，其他党委副书记担任副组长。召

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对全校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

部署。各院级党组织强化责任落实，细化工作安排，全力推动

学习教育落地生根。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制定《中

共天津大学委员会关于在全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

和《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关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的

工作方案》，发布《中共天津大学委员会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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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的通知》，

建立健全工作体系和工作机制，推动学习教育高起点高标准起

步。注重因地制宜、加强分类指导。结合学校实际，对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机关党员、各院级单位在职党员、学生党员、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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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为全校处级以上干部及各级党组织配发学习用书，编制

《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中心组学习参考》辅导材料。上线天津大

学党史学习教育专题网站，一站式汇集学习资源，综合展示学

习教育成果。发挥“天津大学”学习强国号、“敬业湖”理论

学习公众号、天津大学党建网等学习平台作用，全媒体立体式

推送学习资源，及时为师生党员提供指导。精心组织安排，开

展专题研讨。学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

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为主题，开展集中学

习研讨。围绕“学史明理，感悟创新理论伟力”“学史增信，

增强‘两个维护’自觉”“学史崇德，坚守立德树人初心”“学

史力行，开创改革发展新局”4 个专题，部署推进校院两级中

心组进行集中学习。抓好支部学习，讲好主题党课。各级党组

织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为载体，深化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干部、支部书记靠前示范，讲好“党史课”。机关党支部与

各学院党支部探索开展支部联学，推动业务工作与党史学习有

机融合。部分学院组织召开学生党支部书记工作沙龙，为全体

辅导员和学生党支部书记讲党课。 

聚焦主题主线，开好党史学习“大课堂”。学校将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贯穿党史学习教育全过程，注重用好用活百年

党史教科书，发挥课堂的主渠道作用、思政工作的主阵地作用、

网络空间的主平台作用，创新形式开好上好“党史思政课”。

守正创新讲好“思政精品课”。着力建设一批党史学习教育思

政金课和课程思政金课。开好“中国共产党史”“马克思主义

发展史”等思政课程，将党史学习教育内容融入思政课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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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运用“VR+党史”等教学新模式，推动思政课守正创新。

马克思主义学院程斯宇老师主讲党史课《从四渡赤水看中国共

产党为什么能》在天津市思政课观摩研讨会上进行示范展示。

马克思主义学院秦立海教授作为市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

员到天津市有关部门进行党史宣讲。马院师生与天津电视台

《大家说理》栏目合作录制党史专题节目，生动反映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斗历程。穷究学理开好“精神谱系课”。成立“天津

大学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讲师团”，面向天大师生、党政机关、

企事业单位、大中小学开展党的精神谱系系列宣讲。深入开展

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推动建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研究

中心，召开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理论研讨会。设立建党百年研

究专项培育项目，积极组织党史相关项目申报预研。深挖学校

红色基因，传承发扬太雷精神，升级改造“张太雷纪念展室”，

组建教职工和学生党史学习教育红色理论宣讲团，教育引导广

大师生发扬红色传统，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丰富形式上好

“主题实践课”。召开“回首建党百年路，共赴筑梦新征程”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学生活动启动会，发布《天

津大学学生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系列活动实施方案》。

深入开展“六个一百”系列活动，即举办一百场思政理论宣

讲、制作一百堂微党课、举办一百期红色展览、讲述一百个初

心故事、录制一百个示范组织生活视频、征集一百项红色网络

文化作品。面向共青团团员组织开展“学党史、强信念、跟党

走”主题学习教育，开展“四个一”教育活动，即开展一次理

想信念教育活动，系好“第一粒扣子”；开展一次理论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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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红色日历”中学习感悟中国共产党精神；阅读一本经典著

作，制作“红色书签”；参加一次红色实践活动，点亮“红色

地图”。统筹校内外红色育人资源，深入开展清明祭英烈主题

教育活动，举办海棠季“青春向党，奋斗强国，追寻百年红色

精神”大型互动展览，开展“喜迎建党百年，追寻红色精神”

主题社会实践。发挥离退休老同志“传帮带”作用，举办党史

知识竞赛、网络文艺作品展、“学习党史，献礼建党百年”百

人百日百篇百词经典诵读活动、“讲好入党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2021 年“读懂中国”活动。组建关工委“学党史”微党课

报告团，通过视频、专题报告等形式引导青年师生继承和发扬

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  

坚持学做结合，打好改革攻坚“组合拳”。注重学以致用，

突出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深化

综合改革和为师生办实事的切实行动。发挥榜样作用，推动改

革创新。深入推进“创先作贡献 建功十四五”主题活动，聚焦学

校事业发展重点难点问题，着力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鼓舞

和带动全体师生勇于创新、争创一流，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转

化为建功立业的精神力量。组织专题培训，提升斗争能力。将

党史学习教育作为 2021 年党员干部教育培训重点任务，对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进行专题培训。做好教师思想引领，组织中青

年骨干教师赴红色教育基地开展社会实践。结合建党百年主

题，组织优秀教师党员开设“红色师德大讲堂”。紧盯关键问

题，抓好工作落实。坚持以师生为中心，聚焦涉及师生切身利

益的急难愁盼问题，深入开展“我为师生办实事”活动。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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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委常委会议专题研究 2021 年度“我为师生办实事”实践活

动项目实施方案，深入教学科研管理服务一线，着力为师生办

实事解难题，让师生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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