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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德
建设的时代必要性及实践路径

*

朱红伟 朱宏晋 田玉胜

潍坊医学院，山东 潍坊 261053

摘 要:高校是新时代先进文化的集散地，肩负着教育接班人、传承红色基因的光荣使命。当前，西方文化
冲击巨大，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德教育刻不容缓。借鉴当前国内高校干部政德建设的一些
实际做法，总结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三大实践路径: 线下开展“校园+红色基因教
育”，锻造干部基本政德观; 线上探索“互联网+红色基因教育”，促进干部政德水平提升; 校内校外探索“实
践+红色基因教育”，促进干部政德境界提升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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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不正，焉能正人”，自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高度重视高校领导干部教育
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带头转变作风，身体力行，
以上率下，形成“头雁效应”。［1］新时代，高校作
为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的主阵地，同时又是维
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前沿阵地，必须高度重
视领导干部的红色基因教育问题。

一、新时代推进高校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
意义

政德为何? 政德即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
道德品行，是领导干部从政德行的综合反映，是
新时 代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的 为 官 之 魂 和 立 身 之
本。［2］作为高校领导干部，讲政德就是要把对党
的绝对忠诚融入血液、浸入骨髓，牢记自己的第
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增强
看齐意识，思想上与党同心、行动上与党同步，
始终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
度一致，在大事大非面前不摇摆、在立场方面不
含糊，身体力行维护高校政治生态，进而引领保
障一流特色高水平大学建设，建成一流师资队
伍和优秀干部队伍，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成
果、为教育事业作出积极贡献。［3］

总的说来在高校，新时代新形势持之以恒
推进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直接关乎高校领导干
部的形象、声誉和公信力，关乎高校党风、政风
和校风，关乎“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建
设什么样的大学，如何建设好大学”等根本性
问题，更关乎如何落实“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这一要求。［4］通过推进政德建设，
希望使高校领导干部均能达到“要读书立德，

要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
心，自觉做到为政以德、为政以廉、为政以民”
的政德目的。［5］

二、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德
建设的时代必要性

( 一) 红色基因教育，弥补高校领导干部成
长背景的“红色缺位”

高校青年领导干部群体日趋庞大，“80 后”
新生代领导干部成长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距
离革命战争、民族解放的年代相差甚远，对中华
民族过去所遭受的屈辱、贫弱认知不深，对中国
共产党人在 97 年奋斗中孕育和锤炼出来的理
想信念、严明纲纪、优良作风和高尚情操等红色
基因认知不全、了解不深。成长背景的“红色
缺位”使得高校领导干部对革命战争年代涌现
出来的英雄人物和感人事迹难以形成共鸣、共
振，传承红色基因的激情和主体意识缺失，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其自觉的政德水平。

( 二) 红色基因教育，应对高校领导干部文
化环境的“西方越位”

改革开放 40 年，高校领导干部作为行走在
时代最前端的大学生群体的示范者和引路者，
面对纷繁复杂的网络认知环境，面对西方国家
的生活理念、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及人生信仰等
不同的思想文化的侵入和冲击，所接受的文化
和形成的思想必然不可避免的受到影响、动摇，
对红色基因教育、政德重要性的认同有淡化、模
糊的趋势。

( 三) 红色基因教育，遏制高校领导干部红
色基因的“突变与断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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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中国在国际舞台的快速崛起，
西方反华势力和敌对势力正不遗余力的采取各
种方式、使用各种手段实施淡化、丑化、腐化我
党光辉历史与形象的战略图谋。这使得部分高
校领导干部对党的历史认识模糊，可以说他们
的红色基因正面临“转化”、“突变”甚至“断
代”的危险。将高校思政教育中的红色基因教
育，深度融入干部政德教育，可以帮助领导干部
时刻铭记革命历史、不忘党员初心，为官从政高
校时刻坚定立场、保持清醒，真正自觉践行“明
大德、守公德、严私德”。

三、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德
建设的实践路径

基于高校红色基因教育的时代必要性，借
鉴当前高校领导干部政德建设的一些实际做
法，总结了红色基因教育融入高校领导干部政
德建设的三大实践路径。

( 一) 线下开展“校园+红色基因教育”，锻
造干部基本政德观

一是利用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优
势，推进党史党建等红色理论进政德课堂。可
以从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抽调红色理论研究专
家，为领导干部开设红色历史、红色理论专题讲
座，帮助他们切实了解党史、知晓社会发展规
律，深入理解党的初心、坚定理想信念，增强
“执政为民意识”，督促他们干事创业有底线、
永葆纯洁有戒心。

二是利用高校红色图书资源丰富的优势，
推动干部红色基因入脑。根据党史党建、红色
文化等领域专家的推荐书目，结合学校图书馆
的红色藏书情况，制定干部政德提升阅读书目。
由高校宣传部门、纪律纪检部门联合学校图书
馆，协同开展领导干部红色经典阅读活动。通
过阅读活动，帮助领导干部真正懂党史、有信
仰、厚植爱国情怀。

三是利用高校思想活跃、善思善辩的优势，
推动干部红色基因入心。以“关注红色历史、
思考现实问题、提升政德境界”为总体思路，本
着“平等对话、红色交锋”的宗旨，组织领导干
部开展红色理论普及、红色知识竞赛、红色历史
论辩等活动，从而营造研读经典、政德交流的文
化氛围。

( 二) 线上探索“互联网+红色基因教育”，
促进干部政德水平提升

一是利用权威媒体网络资源，辅助干部深
度掌握红色理论。借助央视网、共产党员网等
权威媒体的红色教育资源，主要是党建党史专
家专题讲座、党风廉政建设纪录片、领导干部
深度访谈、红色资源网上展馆等资源，督促高
校领导干部定期进行红色学习，切实提升政德
水平。

二是利用高校网络平台资源，协助干部随
时交流红色思想。高校可以协调宣传部门、网

络信息中心等机构，打造“校园网+红色基因教
育创新工程”，推动红色教育、政德教育系列活
动常驻校园网平台，要让高校校园网成为“红
色思想交流课堂”。

三是利用高校虚拟仿真资源，帮助干部身
临其境感悟红色历史。借助高校现有的三维虚
拟仿真实践教学中心、思政课数字化体验教学
系统等资源，将异地红色文化圣地的建筑、景
观、战争历史等场景予以仿真模拟，通过鸟瞰、
步行、飞行等多角度体验，辅助干部切实感悟红
色历史、体会民族苦难。

( 三) 校内校外探 索“实 践 +红 色 基 因 教
育”，促进干部政德境界提升践行

为深化高校领导干部对红色历史和国情的
认知，切实促进干部政德境界提升，高校可以积
极探索多元的实践教育的方式方法，如开展红
色资源调查、红色情景剧展演、深度体验式红色
实践等，帮助高校领导干部在参与、体验、调查、
研究中主动接受教育和自我教育。

一是校内组织红色育人成果展演，实践政
德感悟式教育。利用高校党团活动多、组织经
验丰富的优势，组织干部积极参加红色育人成
果展演，干部可深度参与各类表演，如红色经典
朗诵、红歌大合唱、历史情景剧等，通过系列活
动使干部真正领悟厚重历史，从而回归初心、坚
持为政以德、坚守精神高地。

二是校外开辟红色实践教育基地，实践政
德体验式教育。借助高校周边区域红色文化资
源优势，依托高校现有的党性教育基地、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等，开辟红色基因教育为核心的
干部政德教育基地，在清明节、南京大屠杀死难
者国家公祭日等特殊节日，组织干部通过敬献
花圈、鞠躬、默哀等形式缅怀先辈，从而警醒广
大干部坚定理想信念、追求高尚情操。

三是校内校外联动调研红色资源，实践政
德调研式教育。利用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
红色资源的深厚基础，借鉴思政课实践教学中
红色调研的丰富经验，组织高校领导干部积极
参与校内红色资源理论研究和校外红色资源实
地研究活动，督促干部深度理解红色资源价值，
增强时代认同意识，从而进一步践行明德、担
当、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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