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苑莘

2023年12月8日，济郑高铁开通，繁森故里迎
来复兴号。孔繁森同志纪念馆是不少游客抵达聊
城的第一站。

孔繁森，被誉为领导干部的楷模、民族团结的
典范。2009 年，孔繁森被评为全国“双百人物”；
2018 年 12 月 18 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孔繁森同
志“改革先锋”称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山东省委组织部高度重视孔繁森精神的学习
弘扬，将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纳入全省“1+4+4”
党性教育工作总体布局，指导聊城市在孔繁森同
志家乡建设了主题鲜明、设施完善、风格独特的孔
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基地位于孔繁森同志家
乡——东昌府区堂邑镇五里墩村，于 2021 年 7 月
正式投入使用，可同时容纳 600 人培训、400 人住
宿。吸引了山东、青海、西藏等省内外党员干部接
受精神洗礼、汲取实干力量，让历久弥新的孔繁森
精神成为培养干部、教育干部、塑造干部的生动教
材。

搭建平台
发掘孔繁森精神时代价值

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是发掘孔繁森精神时代
价值的重要依托。

孔繁森同志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扎根于人
民群众沃土中成长起来的的优秀干部代表。他信
念坚定，两次进藏，在雪域高原奋斗了十个春秋，
为了西藏的经济发展、民族团结和人民群众生活
的改善，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忘我工作，直至献出
宝贵的生命，以实际行动践行了自己最喜爱的那
句名言——“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
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言行一致地
正确回答了“人为什么活着”“什么才是人生最崇
高的追求和最大价值”这个根本问题，忠诚实践了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赢得了人民群
众的爱戴。

2021 年 9 月，孔繁森精神被纳入中国共产党
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成为共和国的集体
记忆。围绕“传承弘扬孔繁森精神”这一中心，孔
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做好常规课程开发、特色课程
培育、培训资料研发、现场教学提升，推动孔繁森
精神传承弘扬与干部培训大局相融，铸就宣传孔
繁森精神的高地、研究孔繁森精神的高地、践行孔
繁森精神的高地。

基地紧扣“坚守‘为党育才’初心使命”的要
求，围绕“发掘孔繁森精神时代价值”这一中心，聚
焦“理想信念、公仆意识、履职能力、品质淬炼、作
风涵养”五个目标，培育“信念坚定、为民服务、勤
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的好干部，打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性修养、“四
史”教育、孔繁森精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能力提升、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九
大教学模块，着力构建以“一项要求、一个中心、五
个目标、九大板块”为主要内容的“1159”干部教育
培训体系，为事业发展、干部成长提供坚实保障。

做好常规课程开发。基地将地方红色资源与
干部教育培训需求紧密结合、将讲好繁森故事与
宣传新时代改革创新的聊城实践紧密结合，着力
提升课程质量，凸显特色亮点，围绕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党性教育、廉政教育等专题，打造弘
扬孔繁森精神、适应干部需求、凸显地方特色的精
品课程。

做好特色课程培育。基地紧贴业务实操，加
大案例教学比重，把实践中鲜活生动的案例及时
运用到教育培训中。运用具有干部教育培训特色
的案例式教学的课程比重不低于每年总课时的
15%，运用研讨式、模拟式、体验式、访谈式等其他
互动式教学的课程比重不低于每年总课时的
20%。

做好培训资料研发。基地围绕聊城革命历
史、孔繁森精神、新时代聊城发展实践等命题大力
开发一批具有思想性、可读性、时代性的特色教
材，持续推进“口述孔繁森资料研究”系列丛书、

“力量”系列精品网课开发，构建集主题教材、辅助
教材、普及读物、音像教材于一体、形式多样的特
色教材体系。

精心打造现场教学。基地对标省委组织部
《关于建设全国一流党性教育干部学院的

意见》提出的“五有”标准，完善现场
教学内容，优化现场教学设计，

大力开发“理论+实践”现
场教学课程。优先

打造孔繁森精

神类示范教学点 6 处，在体现聊城红色文化资源
优势的其他板块优选打造示范教学点1—2处，打
造一批反映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体现“走在前、开新局”山东实践及聊城
实践的现场教学点。

充电续航
培养更多孔繁森式好干部

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坚守为党育才初心使
命，秉承“弘扬建党精神、赓续红色血脉、锤炼党性
修养、培育时代新人”的办学宗旨，引导和推动参
训领导干部不断提高思想觉悟、精神境界、道德修
养，树立正确的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保持共产
党人的政治本色。

坚持党性原则，打造不忘初心的红色基地。
基地把旗帜鲜明讲政治贯彻落实到办学的全过
程和各方面，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首课、主课和必修课，所有培训班次均
安排相应专题培训内容，同时紧扣中央部署，设
置培训专题，开拓特色培训，真正做到党中央重
大决策部署到哪里，干部需要具备哪些与之匹配
的能力，培训就跟进到哪里。把党性教育贯穿教
育培训全过程，突出党章和党规党纪学习，强化政
治忠诚教育，加强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教育。通
过课前学员领学等方式，丰富党性教育形式，实现
学学相长。

基地聚焦党性教育主责主业，探索建立需求
牵引、凸显特色、有效供给、动态更新的课程开发
机制，高质量打造党的创新理论学习培训课程，不
断丰富以体验式教学为特色的“孔繁森精神+”党
性教育课程体系，每年新开发不少于两门贯彻落
实党的创新理论课程。基地开发开设了《孔繁森
精神的内涵和时代价值》等 40 余门课程，所开发
的精品网课《孔繁森的境界感》、孔繁森精神“力
量”系列课程先后入选全省、全国基层干部培训优
秀网络课程，《绽放在雪域高原的格桑花——孔繁
森》视频网课上线“央视频”App“流萤学堂”。已
开发编写教材教辅 15 本，其中《孔繁森的初心可
以这样讲》入选全省干部教育培训好教材好课
程。创新推出红色舞台课堂、音乐课堂、繁森故事
课前讲，制定《推动互动式教学方法工作方案》《案
例教学方法研究报告》，推动研讨式、模拟式、体验
式、辩论式等互动式教学方法的运用，全面提升教
学效果。

基地还坚持专家领航，打造孔繁森精神的研
究高地。基地持续加强理论研究，积极整合内外
部优秀教师资源，储备“理论+客座+宣教”多元化
师资力量，建成了由 35 名专职教师和 169 名兼职
教师组成的师资库，已邀请国家部委、省、市级领
导干部通过开班动员、专题讲座、党课辅导等形式
上讲台。基地现已主持市级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课
题 5 项，其中重大课题 2 项、重点课题 2 项。先后
举办了两届国家级研讨会，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研
究成果，为孔繁森精神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
持。

有了精品课程和过硬的师资，基地已成为“为
党育才”的阵地。过去两年，基地坚持“立足聊城、
服务山东、辐射全国”定位，面向省内外党员领导
干部，特别是县处级以上党政干部和优秀年轻干
部，以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为
重点，开展脱产培训、专题研讨、网络培训等多形

式干部教育培训，为党员干部健康成长“补钙铸
魂”。自启用以来，已累计培训来自西藏阿里和青
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等地的干部人才，以及山东
省内的各类干部人才近2万人。

石榴花开
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
水；二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
山”。西藏条件极端艰苦，海拔高、气压低，而平均
海拔4500多米的阿里地区，气候恶劣，高寒缺氧，
是西藏最艰苦的地区之一，也是最能检验共产党
员意志的地方，最能锻炼干部党性的地方，最能看
一个人是否有坚定崇高理想信念的地方。

孔繁森从进藏第一天起，就把西藏作为自己
的第二故乡。他克服高原反应，吃风干的牛羊肉、
喝酥油茶，学会了骑马，和西藏人民很快打成一
片。见到群众有困难，他就想尽办法马上解决，随
身携带小药箱，随时为农牧民诊断治疗，毫不犹豫
地为藏族阿妈暖脚。没有人知道，他帮助了多少
人。熟悉他的同事记得，对于农牧区老百姓，孔繁
森十分慷慨，在藏工作期间，他几乎没有给家人寄
过钱，工资绝大部分用在了补贴困难藏族群众身
上。

如何让普通的党员干部群众得到这种体验，
进而更好地感受孔繁森精神？聊城市给出了沉浸
式体验这一答案。

在孔繁森同志纪念馆基本陈列展厅，图片、
实物、场景、多媒体等多内容交融，集中展示孔繁
森为民务实清廉的典型事迹，打造了孔繁森同志
事迹宣讲的生动教学现场；影视报告厅内，孔繁
森同志事迹专题视频定期放映，为宣传孔繁森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窗口；VR 虚拟现实体验
设备的投入使用，使受众得以 360 度感受西藏雪
域高原的自然风光……基于各类媒体技术和创
新科技，孔繁森事迹宣讲不再拘泥于展馆，而是
更加贴近年轻游客偏好，突出沉浸式体验。

基地通过创新传播方式、深耕视频内容，构
建了体系化、矩阵式、全媒体的宣传推介模式，这
也为其自身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提供了新的
平台。截至目前，基地已获评全国首批大思政课
实践教学基地、山东省先进基层党组织、山东省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实践基地、山东省
党员干部培训示范基地、山东省新时代党的创新
理论宣讲基地、西藏阿里地区党员干部党性教学
基地、聊城市公务员培训基地等称号。

此外，基地还着力构建多点联动的现场教学
格局，现有专职现场教员 13 人，包括山东省金牌
专业讲解员 1 人、山东省红色旅游五好讲解员 4
人；已打造包含“冀鲁豫革命史”“基层党建”“高质
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地区文
化”五个板块在内的多方位现场教学体系；构建起
以基地为龙头，以孔繁森同志纪念馆、东阿阿胶集
团、茌平耿店村等10个重点打造的现场教学点为
支撑，以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特色教学资源
为依托的“1+10+N”党性教育矩阵。

繁星闪耀森仍茂 石榴花开遍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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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繁森精神教学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