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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 了更好地对大学生加强思想政治教育
,

使思想政治教育更有针对性
,

富 有实效性
,

淮阴

师范学院党委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举措
,

其 中最

具特色的一项就是开展
“

创建周恩来班
”

活动
。

   年
,

院党委决定开展
“

创建周 恩来班
”

活

动
,

同时进行
“

周恩来奖学金
”

评 比
。

! 年多 的实

践表明
,

通过开展创建周恩来班活动对学生进

行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教育
,

取得 了显著的

效果
。

一
、

周恩来精神是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周 恩来精神作为淮阴师范学院大学生思想

政治教育的资源
,

有以下几个特点
∀

#
、

周恩来作为全党楷模
,

从来就是大学生

心 目 中的榜样
。

同学们有着了解周恩来生平思

想 的强烈愿望
,

因此
,

当学校开展创建周恩来班

活动 时
,

立即获得广大学生的热烈响应
。

这是创

建活 动能顺利进行并取得 良好效果的基础
。

、

淮 阴师范学 院地处周恩来总理故乡 淮

安
,

周恩来少年时代在这里度过
,

重要景点有周

恩来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
、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

等
。

这里有着反映周恩来总理生平和革命经历

的最丰富 的资料
,

这里留下 了周恩来少年时代

生 活
、

学习
、

劳动 的场所
、

遗物和遗迹
。

后人亲临

其境
,

备感亲切
,

是青年学生学 习 的最好教材
,

也是对青年学生进行革命传统和爱 国主义教育

的最好场所
。

∃
、

周恩来故居
、

周恩来纪念馆距校园 只有

%& 多公里
,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距校 园 只有 公

里
,

学校有组织全体学生前去参观学习 的优越

地理条件
。

!
、

学校党委开展创建周恩来班活动得到 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江苏省周 恩来研究会的

大力 支持
,

使得这一活动 在较高的理论品位 上

顺利实施
。

二
、

创建周恩来班活动的实施

#
、

抓好
“

十个一
”

工程
,

深人开展学 习周 恩

来精神活动
。

其一
,

实施一个项 目

—
创建周恩来班活

动
。

周恩来班创建活动
,

旨在缅怀周恩来 同志 的

丰功伟绩
,

学习 周恩来同志 的求实务实等伟大

精神
,

激励青年学生以周 恩来同志 为榜样
,

增强
“

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的责任感
、

使命感和荣

誉感
,

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努
力 内强素质

,

外塑形象
,

立志成才
。

几年来
,

全院

师生积极投人创建周恩来班活动
,

开展了丰 富

多彩的学习实践活 动
,

创造 了许多深受广大同

学欢迎的活 动形式
,

积累了开展学习 与创建工

作的 丰富经验
,

取得了学习实践周恩来精神的

累累硕果
。

其二
,

坚持一个评选
—

周恩来奖学金评

选
。

学校设立
“

周恩来奖学金
” 。

每年评选  名

品学兼优
、

热心于
“

周恩来班
”

创建活动
,

且在学

习
、

歌颂
、

研究周恩来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同学
,

奖 给
“

周 恩来奖学 金
” ,

发放金额参照优秀学生

标兵标准执行
。

其三
,

建设一支队伍

—
周恩来研究会学

生分会
。

这支骨干 队伍
,

带动 了全院学生宣传实

践周恩来精神 的潮流
。

其四
,

维护一个网页

—
团委学 习周恩来

精神网页
。

其五
,

组织一次参观

—
创建班级利用 周

恩来纪念馆
、

周恩来故居
、

周恩来童年读书处等

德育基地
,

对学生进行周恩来精神和革命传统

教育
,

组织参观
、

纪念
、

宣誓等活动
,

每年不少于
% 次

。

其六
,

集 中一段时间

—
每年 ∃ 月 ∋ 日 到

婚 嘴理



  ∋ #

! 月 ∋ 日
,

利 用这段时间集中开展学习宣传实践

周恩来精神 的演讲
、

知识竟赛等活动
。

其七
,

聆听一场讲座

—
每年都邀请全 国

知 名周恩来研究专家和校内专家做专题讲座
。

其八
,

参加一次活动

—
每年有计划地组

织 同学到敬老院学总理精神
,

弘扬敬老爱老美

德
,

到特殊教育学校开展联欢等
。

其九
,

阅读一本 图书

—
开展学习周恩来

的读书活动有书 目
、

篇 目要求
,

富有效果
。

其十
,

撰写一篇文章

—
每学期开展一次

征文
,

鼓励广大同学写作学 习周恩来
、

研究周恩

来的体会及论文
。

、

在创建活动中做到六个结合
。

一是把学
习 周恩来精神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

(
二是把

学习周恩来精神与学习邓小平理论和
“

三个代

表
”

重要思想相结合
(
三是把创建周恩来班活动

与加强和 改进学生德育 和思想政治工作 相结
四是把周恩来奖学金评 比与学风建设相结

五是把实践周恩来精神与青年志愿者活动

合合

和文明道德教育活动相结合
(
六是把研究周 恩

来精神 与大学生学术创新活动相结合
。

三
、

创建周恩来班活动的效果

通过争创周恩来班和周恩来奖学金评 比活

动
,

同学们在思想上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 收

获
∀

#
、

深刻认识到树立崇高理想和坚定信念对

人生的重大意义
。

在心得体会中
,

许多同学都谈

到这个根本问题
。

有同学谈到
,

周恩来青少年时

期即树立了
“

为 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

的远大理

的内衣
,

我 的眼睛湿润了
,

这就是我们的开国 总

理啊 ) 再看看我们身上穿的
,

我们怎能不好好反

思
。 ”

有的 同学说
∀ “

周总理留下来的遗物
,

不管

大小
,

无不反映了老一辈革命家艰苦俭朴
、

爱 国

爱民 的伟大人格
。 ”

同学们联系 自身弱点和社会

上存在的不 良风气
,

表示要在 中国特色社会 主

义建设事业中发扬艰苦朴素
、

自力 更生的革命

精神
。

∃
、

在新的世纪用 实际行动践行周 恩来精

神
。

周总理精神 已经渗透到我校大学生的心中
,

已经生根
、

发芽
、

开花
、

结果
。

广大同学经常深人

农村
、

社 区
,

到敬老院开展义务劳动
,

到 田 间地

头科技支农
,

到厂矿企业调研考察
,

同人民 紧密

结合
,

为祖国奉献青春
。

同学们思想上
、

政治上

要求进步的气氛更加浓厚
,

全校有 ∗ ! +的 同学

递交 了人党 申请书
,

, + 的 同学加 人了 中 国共

产党
。 “

到西部去
,

到基层去
,

到祖国和人 民最需

要的地方去 ) ”

我院毕业生 −昌响 了服务祖 国和人

民的 时代最强音
。

  ∃ 年有 . 位同学到 广西
、

西藏工作
,

  ! 年又有 , 位同学 到陕西
、

贵州

等西部地 区志愿服务
。

我院创建周恩来班活动
,

在社会上产生了

良好 的影响
,

《光明 日 报》
、

《中国教育报》
、

《新华
日 报 》

、

//教师 报》
、

《组织 人 事报》
、

《党史 信息

报》
、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等报刊多次进行报

道
。

我校 以周恩来 的字命名 的思想政治教育网

络

—
翔宇网站

“

学习周恩来
”

专栏发表 了大批

同学所写的学习心得体会文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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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

这正是 当前青年一代所缺乏的
(
有的

同学感到现在一些青年过于务实而一切

追求实用
,

胸无大志
,

心浮气躁
,

不知整

天都忙些什么
(
有的 同学通过学习发现

了 自身的缺点
。

从学生的切身感受
,

可以

看 出周 恩来和老一辈革命家的崇高理想

和坚定信念
,

给学生以深刻的启迪
。

他们

正 当青年时期
,

要立 大志
,

为 国为 民
,

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奋斗
,

不能只顾眼前利益
。

这对于大学生

树立正确 的人生观
、

价值观有重要作用
。

、

周恩来伟大人格是我们永远学习

的光辉榜样
。

在纪念馆中
,

周恩来同志的

一件件遗物震撼了大学生的心灵
。

有的

同学写道
∀ “

睹物思人
,

看了那补了又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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