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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组编 2021 年 3 月 23 日

【理工要闻】

学校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庆祝活动暨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活动和党史学习

教育活动的组织领导，学校党委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庆祝活动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组长由校党委书记担

任，副组长由分管党政日常工作、干部队伍建设、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校领导担任，成员为党政办公室、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纪委监

察处、学生工作部（处）、离退休工作处、研究生工作部、党委教师

工作部负责人。

领导小组下设两个办公室，其中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庆祝

活动办公室设在组织部，党史学习教育办公室设在宣传部。

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党史专题研学

2021年 3月 16日上午，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在第二会议室

举行党史专题学习，围绕学党史、悟初心使命的主题开展研学，中心

组全体成员参加了会议。校党委书记信思金主持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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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党委书记信思金领学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讲话、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

历史使命》；校党委副书记王乾坤领学了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

之《始终做到初心如磐，使命在肩》；校党委副书记赵经领学了《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之《为什么要坚持马克

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副校长刘春江领学了

全国“两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

育界委员，以及参加青海、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精神。

会上，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围绕党的初心使命，结合学校

工作实际，进行了深入交流与讨论。大家认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

党中央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一个重大决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牢记

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要求，是坚定信仰

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

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然要求，也是全面落实高校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建设让人民满意的大学的迫切需要，更是推动学校全

面从严治党、不断加强党对学校全面领导、提升高校党建工作高质量

发展的迫切需要。大家认为，党史是生动的教科书，是丰富的营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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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锤炼党性的必修课。我们学习党史，要从中汲取信仰信念力量，坚

定“四个自信”；汲取优良作风力量，深化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汲

取纪律力量，永葆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

信思金书记对本次专题研学作总结，并对全校党史学习教育提出

三点要求。一是全校各二级党组织要提高认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

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认真学习领悟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精神，落实教育部党组、湖北省委

有关文件精神和要求，落实学校党委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扎实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二是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的针对性、实效性；要注重方式方法创新，针对不同群体特点采取

不同的方式，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起到示范引领作用。三是要把党

史学习教育同推动中心工作和学校高质量发展结合起来，务求实效，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切实做到干实事、解难事、谋大事、创新事、

长本事，达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目标。

【媒体理工】

讲好百年党史 上好高校思政课

湖北日报讯（记者文俊、通讯员薛焱、谢小琴）为了更好地将中

国共产党党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3月 18日，武汉理工大学马克

思主义学院召开座谈会，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师座谈会上讲话，座谈新发展阶段加强改进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与

路，研讨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学术话语体系表达。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朱喆教授说，“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

年，我国已经进入新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我国面临的国内外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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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已发生深刻变化，高校思政课教学要适应形势的变化，在加强中不

断改进，不断增强思政课对青年大学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凝聚力和

影响力。今天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两周年的日子，我们今天一起座谈，就是为了贯彻好落实好

习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把思政课

建好建强。同时，今年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我们要将党史学习

教育同思政课教学有机结合，将百年党史融入思政课教学，通过思政

课教学教育引导青年大学生认真学习党史，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

设者和接班人。

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郭国祥认为，中共党史本身就

是一部鲜活生动的思政课教材，透过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改造中国社会

的伟大斗争实践，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道路的过去、现在和

未来，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的深层缘由。立足 2035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长期目标，我们高校

思政课教师应该更加积极主动地将党史学习和教育与高校思政课教

学有机融合，从而不断提高思政课的教学效果。

马克思主义学院青年教师、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许瑶说，

在信息化时代，思政课教学面临的挑战是客观存在的。面对海量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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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如何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思政课教师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铸就新的民族精神的历史。

将党史教育融入思政课教学，既有助于贯彻好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讲

话精神，又有助于提升思政课教学的效果。

据悉，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

会上的讲话精神，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组织骨干教师撰写并

出版了《高校思政课教师素养“六要”论》丛书，并将推出《中国共

产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系列丛书。

【基层行动】

学校各单位广泛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动员部署

学校各单位通过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和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视频会上的重要

讲话，贯彻落实《中共武汉理工大学委员会关于在全校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的实施方案》要求，对本单位的党史学习教育作出安排。截止到

3月 23日，材料学院、机电学院、交通学院、能动学院、化生学院、

体育课部、离退休党委已经召开了党史学习教育动员会。

各单位普遍表示，党员领导干部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率先

垂范，充分认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带头贯彻落实党史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的要求，加深对党史的理解和把握，增强责任担当。

各单位党委应突出工作重点，精心谋划，以多种活动形式为载体，丰

富党史学习渠道，将党史教育贯彻落实到位，坚持学史明理，感悟思

想伟力，进一步坚定“四个自信”。将党史学习教育与推动本单位中

心工作和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学党史、干实事、解难事、谋大事、

创新事、长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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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跟党走，逐梦百年奋斗时——法学与人文

社会学院举行师生党支部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网络巡展

为从党的百年伟大奋斗历程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继续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团结引领全院广

大师生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法学与

人文社会学院师生党支部“不忘初心跟党走，百年逐梦奋斗时”党史

学习教育系列成果网络巡展于 3月 23日正式上线推送。

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成果展分为“【初心】以

史为鉴，可知兴替”和“【笃行】笃行致远，砥砺前行”两大板块，

分别展示法学与人文社会学院师生党员读史、讲史、颂史的学习情况

和将学史与笃行结合起来干实事的活动情况，真正把党史学习教育落

到实处，带动全学院师生党员学史明理、学识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

【红色理工】

何长工：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教育家

1948 年的春天，在武汉理工大学历史上极不寻常。当春风唤醒

沉睡的冰河，生机与希望在东北广袤的黑土地上酝酿滋长。伴随着解

放战争的隆隆炮声，武汉理工大学前身之一，一所为新中国培养军事

工业专门人才的学校——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

学校在吉林敦化诞生了。学校名誉校长便是时任东北军区军工部部长

的何长工。

何长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

他是赫赫有名的将军，跟随毛泽东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写下一生

中最为辉煌夺目的一页。秋收起义时，他为起义军设计制作了军旗，

上书“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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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第一面军旗。后又肩负重任，只身前往湖南长沙，寻找党的组织，

沟通了井岗山红军队伍与上级党组织的联系。

何长工

他不辱使命，多地辗转奔波，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在广东韶关寻

找到了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为朱、毛两军胜利会师奠定

了基础。他毅然接受毛泽东交给的改造王佐部队的艰巨任务，硬是把

一支劣习成性的农民队伍改造成了红军的一部分，为中国工农红军的

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是我党我军历史上最早从事教育工作

的教育家之一，创办了中国工农红军学校，后发展为红军大学，曾长

期领导抗日军政大学、东北军政大学，为我党我军兴办教育培养人才

立下了卓越功勋。

1948 年 4月，随着东北战场革命形势的发展，为保证战争的需

要，也为即将诞生的新中国工业发展奠定基础，中共中央东北局、东

北军区军工部党委决定建立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简称东北

军工专），这是我军历史上较早的军事工业高等学校。校址先后建在

吉林敦化和哈尔滨沙曼屯。1948年 11月，沈阳解放，东北军区军

工部迁至沈阳，1949年学校迁至沈阳文官屯。

担任名誉校长的何长工负责学校组建工作，他选派既有科学文化

知识，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并且懂教育的同志担任学校各级领导干部，

如担任校长兼书记的赵品三、副校长孙景斌、教育长高广平等。沈阳

解放后，他在城市中四处奔走，亲自为学校选址勘察，确定了文官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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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址。面对荒凉的环境，残破的校舍，学校师生发扬抗大精神，自力

更生，艰苦奋斗，维修办公楼，改建学生食堂，为学校搬迁创造条件。

到 1949年 3月，学校达到 1000余名学生的规模。学生边学习、边

劳动建校，还利用课余时间开荒种地。教师干部以身作则、言传身教，

学生学习生活充实丰富，不断进步。全校团结一致，积极向上，形成

东北军工专优良的育人传统和良好的学风校风。由何长工亲手创办的

东北军区军工部工业专门学校伴随着共和国前进的步伐不断成长和

发展，井冈山精神的红色基因从此深植于学校建设发展的历史之中，

并不断传承，泽被后世。

新中国成立后，何长工先后担任重工业部代部长，地质部副部长、

党组书记，解放军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副院长，中共中央顾问

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为国家的建设发展事

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7 年 12月 29日，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

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军事家、军事教育家何长工同志逝世。

临终前，他要求把骨灰葬在井冈山——他为之奋斗和挚爱一生的革命

圣地。

斯人已逝，精神永存。何长工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激励着

武汉理工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牢记初心使命，不断砥砺

前行。

报：教育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教育部党史学习教

育巡回指导组

送：武汉理工大学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

发：各二级党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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