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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责编 曹欣怡 美 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李雪松
在《中国社会科学报》撰文表示，未来一段时期，我国有条件充分发挥

人口数量优势，持续提升劳动力质量，优化劳动力配置，逐步将人口数

量红利转变为人口质量红利，以人口高质量发展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

入内生动力。一是劳动年龄人口规模仍居高位，为经济增长提供丰富

的劳动力资源。庞大人口规模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且能

创造大量消费需求，形成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广阔的

发展空间与多重可能性。人口老龄化催生的银发经济涉及面广、产业

链长，将为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提供更多机会，有望成为中国经济新的

增长点。二是劳动力健康状况和教育水平持续改善，助力人口质量红

利加速积累。健康状况与教育水平是劳动力质量的集中体现。健康

状况方面，我国居民健康状况持续改善，居民人均预期寿命接近发达

国家的平均水平，国民健康优势地位得到持续巩固。教育水平方面，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人口数量略减但优势

仍在的同时，我国人口质量红利加速积累，呈现出数量与质量双维度

红利的机会窗口期，可有效激发经济潜能。三是新型城镇化推动劳动

力空间分布持续优化，为提升劳动资源配置效率创造巨大空间。伴随

着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经济欠发达地区人口向发达地区流动，我国

劳动力空间分布将显著优化，从而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劳动生产率，为

经济发展注入长期动力。

以 人 口 高 质 量 发 展
助 力 经 济 高 质 量 发 展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北京日报》撰文表示，扩大国内需求，

形成投资和消费的良性互动，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基点。考虑到

消费与投资资金的分配问题，就要求我们在优先恢复和扩大消费的前

提下，实施与消费相融的投资，构建消费和投资相协调的扩内需方案。

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扩大内需优先位置。应使宏观政策定位于着力

扩大国内需求，促进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充分释放，全面恢复财政政

策的积极性，并采用与之相配套的货币政策，实现经济工作的重点向有

效需求快速扩展转变。要把消费优先落实到位，就必须要在财政补贴、

转移支付以及民生上出台相关政策，改变居民收入短期持续下滑的状

况，修复中低收入群体的资产负债表，这样才便于多渠道增加居民收

入，重新提振消费信心。保市场主体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前提。

保消费在中国社会体系中很重要的就是保就业，而要保就业就要保市

场主体。消费刺激的前提条件是市场主体稳定，保市场主体是在保供

给，但同时也是在保消费。稳房地产是稳消费和稳投资的核心抓手。

政府可以更多地进行存量盘活、更多地进行保障房建设，更多地解决中

低端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同时启动与保障性住房投资相关联的消费

类刺激政策。

加 快 形 成 消 费 和 投 资
相 互 促 进 的 良 性 循 环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刘旭、魏国学在《经济日报》
撰文表示，应优先发展吸纳就业能力强的产业，不断增强产业发展创

造就业岗位的能力。要坚持在经济和产业发展中解决就业问题，在构

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过程中持续提升就业带动力。完善制造业产业

政策体系，探索制定以提高薪资为导向的财税、金融等优惠政策，增强

制造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吸引力。进一步释放服务业就业潜力，大

力发展社区家庭服务业和消费服务业，优化养老、托育、家政等产业发

展环境，构建提高薪资和拓展职业空间的支持政策，提高青年就业承

载力。建立产业政策与青年就业挂钩机制，支持互联网、软件、电子信

息等青年就业友好型产业发展。提升民营经济创造就业的活力和城

乡基层就业承载能力，拓展青年城乡就业和发展空间。依据产业布局

和青年就业承载能力，强化城市的保障性住房、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

投入，稳定青年就业及发展预期，提高就业岗位利用效率。深入实施

青年基层成长计划，改善基层就业环境，激励青年群体服务基层、扎根

基层。推进农业产业园区建设，发展农业特色产业，提高农业经纪人、

技术员等新型岗位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通过供需两端共同发力，加

快破解青年就业结构性难题。

多 维 发 力 保 障 青 年 群 体 就 业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苏中兴在《光明日报》撰文表
示，当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要素之一是用好用活人

才，让每位人才都有机会贡献力量，让优秀人才能够在干事创业中

脱颖而出。这样不仅能吸引和保留人才，而且有利于培养和激励人

才。一是要建立多元化的人才评价体系和人才发展通道。应完善各

类人才的发展通道，引领人才在擅长的领域不断钻研，追求卓越，

给各类人才提供更多的职业选择和发展机会。二是要坚持业绩导

向，让有为者有位。用人主体要主动开展基于业绩的人才盘点工

作，及时发现并给那些在本职工作中表现突出的优秀人才更多机

会，通过揭榜挂帅、岗位比武、以赛代评、岗位竞聘等措施，让优

秀人才在“赛场”上脱颖而出。三是要打破论资排辈，让青年科技

人才有机会挑大梁、担重任、唱主角。要给青年科技人才更多的发

展机会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充分激发他们的创新创业创造活力。

建立科学的青年科技人才评价机制，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的长期投

入，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四是要持续优化科研项目管理，

减轻科技人才的事务性负担。定好规则、做好服务，完善科学家本

位的科研组织体系，赋予科技人才更大科研自主权和资源调配权，

让科技人才把时间精力用在科研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等工作上，充

分释放科技人才的价值。

充 分 激 发 科 技 人 才
创 新 创 业 创 造 活 力

稷山县位于山西省西南部，运城市北
端，总面积 686 平方公里，人口 31.6 万。稷
山地处汾河谷地，北为吕梁山尾脉，南有
稷王山，汾河穿境而过，其地貌呈中间低、
两边高的马鞍状。这里属于暖温带大陆性
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均日照
2382 小 时 ，年 平 均 气 温 为 13℃ ，无 霜 期
218 天，年平均降水量 483 毫米。这些优越
的自然条件，加上稷峰镇陶梁村、姚村一
带特殊的土壤结构，形成了生产稷山板枣
这一优质果品的核心产区。

从 考 古 发 现 的 酸 枣 核 ，到 现 存 的
17500 余株千年古枣树，稷山板枣一直长
盛不衰。每到秋分节气，板枣成熟开杆采
收的活动不仅展现出枣区丰收盛景，而且
也成为当地一项源远流长的民俗文化。

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的由来

早在四千多年前，后稷教民稼穑于稷
山，羲和观天制历，发现两分两至（春分、
秋分、夏至、冬至）。由于得天独厚的自然
生态条件，稷山自古以来就盛产板枣，东
渠遗址出土了夏朝时期的酸枣核，《诗经》
里记载了八月剥枣的盛况。明朝时，每年
秋分这一天都要由官方出面在贡枣园举
行隆重的板枣开杆仪式，俗称开杆节，以
此挑选上好的板枣向朝廷进贡。

稷山板枣在历史上就蜚声全国，成为
皇室贡品。宣德三年（1428 年），明宣宗封
明太祖朱元璋幼子沈王朱模的第五子朱
佶焆为稷山王，直到明末，一共世袭八代
216 年。稷山王主要负责祭祀和选贡。在祭
祀上，每年农历四月十七日，由稷山王代
表朝廷，在稷王庙举行后稷祭祀大典；在
选贡上，由于稷山板枣品质优良，被历代
珍视并作为贡品，稷山王专职专责，在每
年金秋八月，全程督促当地官府，从板枣
的釆摘、晾干到贮存、纳贡，层层把关、仔
细审验，直到将贡品押运入京。

明代稷山知县薛一印在《万树秋霞》
一诗中写道：“处处赤珠满，催租了半年。”
官府向各村枣农收枣抵税，明清两代把贡
枣形成制度，曾专门划定枣园、枣户，以保
障每年贡枣专釆、专藏、专贡的任务顺利
完成。每年秋分举行的板枣开杆节，就是
进贡板枣的开始，也标志着稷山板枣进入
收获期。从秋分起采摘，然后进行挑选、晾
干、封存，这些必须在一个月之内完成。清
代废除了明代分封在稷山的藩王，由稷山
知县行使有关职权。民国后，虽然不再进
贡板枣，但开杆仪式延续已久，早已成为
当地盛大的传统民俗活动。

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的内涵

在历史长河中，稷山板枣从栽种到收
获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农事流程。长达 600
多年的明清贡枣制度，也使稷山秋分板枣
开杆节形成了充满神圣庄严气氛的礼仪
制度。

中国自古就存在万物有灵的民俗信
仰，人们相信从山川河流到草木动物都有
灵性，因此产生了广泛的祭祀活动，并且
以虔诚的祭祀活动来避灾趋吉。在稷山先
民年复一年对板枣丰收的渴望中，也形成
了对枣神的尊崇与祭祀，并且在陶梁村建
起了枣神庙。枣神庙中供奉着后稷的母亲
姜嫄、栽种板枣的板娃、品枣升天的何仙
姑。每年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人们都要
祭拜枣神。枣神庙中供奉的枣神，都有各
自的传说。

早在后稷树艺五谷之前，姜嫄在邰氏

部落驻扎的山上发现野生刺棘的果实可
以充饥，从而化棘为枣，带领先民们种植
枣树，这就是稷山人将姜嫄尊为华夏枣神
的渊源所在。传说，有一天姜嫄在山坡上
寻找野果时，碰到刺棘丛，发现上面挂满
了红果，釆来一尝，味道酸甜，可食充饥。
随后，姜嫄索性率众人在漫山遍野的刺棘
丛中，拣个体粗壮、结果较繁的树枝连根
挖出，栽植在聚居地附近，所结出的果实
酸中带甜，被大家称为酸枣。后来，先民们
又将酸枣不断改良嫁接成果实更大、味道
更甜的红枣。千百年来，稷山人一直把板
枣树当作“铁杆庄稼”，称为五谷之外的

“第六谷”，姜嫄也被敬奉在枣神庙，被称
为“板枣之祖”。

相传，以前稷山县路村有个老实憨厚
的小伙子，名叫板娃，其父母早亡，靠上山
打柴维持生活。一天，板娃上山去砍柴，上
到山顶看见有两个人坐在一块大青石上
下棋，他们正是吕梁山的山神。两个山神
在下这一盘棋的时间里，分吃了三颗板
枣，并将枣核吐在身后的地上。板娃顺手
将其从地上拣起，吞下了这三个枣核。临
走前，两个山神告诉板娃，吞了这三个板
枣核就会力大无穷，以后不用发愁日子难
过。他们还送给板娃一本书，告诉他在最
困难的时候翻看，自有妙用。板娃回到家
里，满怀好奇地坐在灯下翻书，刚小声地
念了声“天兵天将”，屋里、院里便到处站
满了身着盔甲的天兵天将。他们大声喝
道：“叫俺有何事？”原来这是一本调遣天
兵天将的天书。板娃吃惊不已，急忙说：

“吕梁山上拔枣树。”天兵天将又吼道：“拔
下往哪里栽？”板娃回答道：“陶梁、姚村、
胡家庄。”霎时，天兵天将不见了。第二天，
人们发现陶梁、姚村、胡家庄这几个村的
地里长满了枣树，树上结出了甘甜的红
枣。人们非常感激板娃，就称这些枣为“板
枣”，并把板娃奉祀在枣神庙里。

何仙姑品枣升天的故事在民间流传
已久。据说以前稷山枣区的陶梁村，有
位寡居多年的老婆婆。她心地善良，给
人看病，但分文不取，乡亲们都尊敬地
称其为善婆婆。一次，善婆婆在庙会上
被挤倒，扭伤了腿，疼得不能动弹。这
时，人群中疾步走来一位姑娘，上前扶
起善婆婆，把她背回了家。到家后，姑
娘陪着善婆婆或到枣园除草、剪枝、剥
枣 芽 ， 或 转 村 赶 集 给 人 看 病 ， 情 如 母
女。善婆婆发现姑娘脸色总是发白，知
道 这 是 气 血 不 足 ， 便 天 天 给 她 熬 枣 米
汤、蒸枣馍、做红枣八宝饭等，用枣膳
调理身体。经过调理，姑娘的脸色日渐
红润，更加娇美。两人一直相依为命，
几年后，善婆婆无疾而终。在老人下葬
的夜里，姑娘手端纺车，在明朗的月光
下，从院里缓缓升空，向村北紫金山滴
水崖飞去，大家慌忙向她跪拜。姑娘端
坐云端，缓缓地说：“我本永州何姓人
氏，辗转来到枣乡。今得天界召唤，北
山修行成仙，望乡亲们善待枣树，济世
利群。”村民们这才知道是何仙姑降临枣
乡了。以后，每逢天旱少雨，陶梁村的
耆 老 都 会 带 上 供 品 到 滴 水 崖 祭 祀 何 仙
姑，恳请她降雨浇溉枣园。滴水崖的泉
水奔涌不息，流到山下的陶梁村，滋养
着 这 片 千 年 枣 树 。 为 纪 念 何 仙 姑 的 功
德，陶梁村把她敬奉在枣神庙，年年祭
祀。

每年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贡枣区
的耆老、枣农都会在枣神庙举行隆重的
祭祀仪式，向护佑板枣丰收的姜嫄、板
娃和何仙姑表示敬意。供桌上敬放着稻

（大 米）、 黍 （黄 米）、 稷 （小 米）、 麦
（小麦）、菽 （大豆）、枣 （板枣） 六种供
品 。 祭 祀 仪 式 隆 重 而 热 烈 ， 燃 香 、 奏
乐、初献、亚献、终献、读祝、焚帛、

奠酒依次举行，耆老率领参加者行三跪
九叩大礼。至此，祭祀仪式完成。

祭祀完备，进入迎请杆王的环节。随
着富有仪式感的鼓号响起，八杆上绣着

“贡枣”大字的杏黄大旗，引导着杆王，在
古装仪仗队的护送下，从枣神庙出来一直
进入豳风门。杆王共有一名主杆和八名
辅杆，他们个个身披绶带、手执长杆。长
杆顶端扎有鲜艳的红绸，显得他们威风凛
凛又粗犷彪悍。四名红布包头、红衣束腰
的大汉，个个袒胸露脐，肩扛白刃铁铡，在
前头开路，斩草镇邪。后面是铜锣和大
鼓，一边有节奏地敲打，一边缓缓前行。
数十名身着布衣、手持花杆的农妇、壮汉，
随着锣声鼓点，一遍遍高喊“天赐贡枣，开
杆大吉”。整个队伍首尾相连，声势浩壮，
气氛热烈。

接着是开杆打枣。队伍行至贡枣园，
司仪吩咐将全园团团围定，先由稷山地方
官和耆老恭拜天地和枣神、供献六谷、燃
香沥酒、恭读祝文。随后，男女演员分别挎
篮舞杆，表演欢快的枣乡开杆舞。接着，司
仪高声宣布，恭请主杆和辅杆嘉宾各就各
位。一名主杆和八名辅杆，在工作人员的
指引下，各自走向指定的古枣树，连挥九
杆，每动一杆，司仪都口念吉语，乐曲相
伴。“一杆风调雨顺，二杆国泰民安，三杆
来年丰收……”司仪的声声吉语表达着对
先人的纪念、对大自然的尊重、对收获的
渴望和对幸福生活的憧憬。杆动枣落，欢
声鼎沸。收杆之后，八名少女挎篮拾枣，倒
入瓦罐，由耆老贴上封条。最后，司仪郑重
宣布，秋分开杆所采收的第一罐板枣将献
送稷王庙，以感谢后稷教民稼穑、树艺五
谷的伟大功德。

开杆仪式标志着红枣成熟，随后全县
枣农陆续开始收获红枣。每到秋分节气，
枣农们都会举行规模盛大的开杆仪式庆
丰收。从明代到现在，虽然历经 600 多年，
但其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的价值

收获喜悦。稷山板枣开杆节在秋分节
气举办，象征着农作物的丰收与喜庆，充
分体现了物阜民丰的丰富内涵。在稷山板
枣开杆节迎请杆王的道路两侧，枣农们载
歌载舞，当地的各种非遗民俗表演热闹非
凡。开杆节活动的参与者都是本地的农业
劳动者，从动作细节到吉祥祝语，从服饰
打扮到打枣工具，无不体现出浓郁的地方
特色。枣树是稷山主要的经济林，长期以
来，板枣都是枣区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
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不仅是枣农获取收
益的开端，也是农民欢庆丰收的节日。

教化意义。节日中形成的规范是在长
期积累下形成的，可以整合大家的群体观
念和行为，让大家在统一观念的指引下进
行集体性活动，体现了节日的教化功能。
无论是请杆王、诵祝文还是打枣，都是一
种教化仪式。这种仪式促使我们产生相应
的敬畏感，要关心自然、保护自然、尊重劳
动、感恩劳动者。

敬畏自然。在稷山国家板枣公园里，
有一座非常有名的“戒青石”。很早以前，
稷山枣区的老农们，对一些人不顾农时节
令而随意踩青苗、摘青枣的行为，就用了
一 个 只 有 读 音 而 无 文 字 的 口 语 称 之 为

“qie”。到了清代道光年间，陶梁村乡贤李
亢宗特意按音造字，并刻石作为标记，劝
导人们“青苗勿踩，青枣勿摘，青货勿惹”，
从此大家称这块石碑为“戒青石”。“戒青
石”虽然历经多年的风雨，但是仍然有着
深刻的教育意义。它教导我们要爱护青
苗，珍惜粮食；爱护青枣，因为不成熟的枣

子是苦的，摘下并不能吃，只会糟践；爱护
青年，不能当愣头青，愣头青是身心不成
熟的表现，只会害人害己，甚至危害社会。
多年来，常有学校和单位组织青年参观

“戒青石”，聆听先贤的教诲。在稷山板枣
开杆节上，每次都有青年学生代表用红布
盖在“戒青石”上，举行“盖青”仪式。

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的传承

破解板枣产业发展新问题。稷山板枣
历经四千多年，是一种古老的传统产业，
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采用传统的种植、
采摘和加工方式，枣农对现代化的管理技
术、病虫害防治和加工技术等的了解和使
用不多，尤其是在秋分前，多有阴雨天气，
导致果实裂口，使得板枣产量不高、品质
不好。由于缺乏市场开发和品牌宣传的意
识，板枣的知名度和销售量也不高。板枣
产品的深加工环节比较薄弱，只是简单的
采摘、晾晒和包装，无法提高产品的附加
值和竞争力。由于枣农各自管理经营，无
法进行规模化生产，也制约着板枣产业的
后续发展。相关部门需要在加强科技培
训、拓展市场渠道、促进深加工等方面给
予枣农支持。

打造农文旅融合“新名片”。稷山县
在秋分举办后稷农耕文化节暨秋分板枣
开 杆 节 活 动 ， 是 以 乡 村 振 兴 、 文 旅 融
合、特色发展、共同富裕为基调，通过
展特色、兴产业、树品牌、扬非遗、促
文旅，增进乡村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同
频共振，使得文化传承与产业振兴相得
益彰。2023 年 9 月 23 日，2023·后稷农
耕文化节在稷山县国家板枣公园启幕，
这是第六个中国农民丰收节“跟着农博
过节气”的系列活动之一。2023·后稷
农 耕 文 化 节 包 含 稷 山 秋 分 板 枣 开 杆 仪
式，延续了历届农耕文化节及板枣开杆
节 的 精 髓 ， 按 照 观 别 具 一 格 的 开 幕 仪
式、走乡土浓郁的丰收大道、赏底蕴深
厚 的 活 动 安 排 ， 将 祭 拜 枣 神 、 迎 请 杆
王、开杆打枣融入其中，打造沉浸演艺
新体验、赋予开杆节新内容、创新文旅
融合新模式、激发乡村振兴新活力，实
现了文化搭台打造农旅融合发展的目的。

丰富秋分节气文化新内涵。2016 年 11
月 30 日，二十四节气被正式列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2020 年 12 月，由中国农业博物馆牵头
成立了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联盟，统一对
全国的节气类非遗单位和项目进行管理
和指导。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是中国重
要农业文化遗产稷山板枣生产系统的人
文载体，也是秋分节气的非遗项目，具有
深厚的文化价值。稷山县后稷农耕文化研
究中心不仅加入了二十四节气传承保护
联盟，成为秋分节气的代表性社区，而且
也是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示范基地。稷山
秋分板枣开杆节，丰富了二十四节气非物
质文化遗产内容。稷山县要努力发挥好二
十四节气保护传承示范基地的功能作用，
积极推动稷山秋分板枣开杆节早日成为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及促进
文化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稷山县后稷农耕文化研
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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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民 黄建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
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育人
的根本在于立德。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
人。”班主任作为学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主力军，要善用“大思政课”，将其
用“足”、用“活”、用“实”，引领广大青年树
立远大理想、锤炼品德修为、勇于砥砺奋
斗，以聪明才智贡献国家，以开拓进取服
务社会。

善于用“足”大师资体系，树
立班级远大理想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青年理想远
大、信念坚定，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坚
不摧的前进动力。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秉持“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

信念誓言，强化责任意识和担当意识。集
体是一种很大的教育力量，班主任要善于
用“足”大师资体系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用好“请进来”
的外部力量，坚定学生崇高理想信仰。根
据学校教学主题和教学设计，班主任可邀
请大国工匠、英雄人物、时代楷模等先进
代表，以及党史馆、革命纪念馆、博物馆、
烈士陵园等红色基地讲解员参与思政课、
主题班会和班级特色活动，通过讲述他们
的自身经历，以真情实感去感染和引导学
生。与此同时，班主任要抓住学校党员领
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注重以落实党建
工作责任制和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抓
手，充分发挥学校党员领导干部在班集体
理想信念教育中的“头雁效应”和示范作
用。

善于用“活”大资源平台，
凝聚班级育人合力

“大思政课”要充分用好学校、家庭和

社会资源，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新
生态。

班主任要充分利用好高考动员、表彰
总结、成人礼、艺术节、运动会等大型活
动，发挥好校园文化长廊等文化宣传阵地
的作用，教育引导学生厚植爱国主义情
怀、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
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教育在学生习惯
养成、品格塑造、人格形成等方面发挥
着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 。 为 了 提 升 育 人 实
效，家庭应积极主动承担起育人的主体
责任。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资源、网络
思政资源是“大思政课”学习的重要内容，
班主任要严格甄选、有效运用好各类社会
资源，切实提升班级“大思政课”的思想引
领力和内容吸引力。

善 于 用“ 实 ”社 会“ 大 课
堂”，提升学生实践能力

实践性在思政课教学中具有重要意
义。用科学理论培养人，必须要重视思
政课的实践性，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

“大课堂”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
神和实践能力，班主任必须用“实”社会

“大课堂”。
一是要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培养学

生分析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班主任
要立足学生的思想和心理困惑，精准回
应学生关心关注的热点、疑点、难点问
题，激发学生参与综合实践活动的积极
性 和 主 动 性 。 二 是 要 精 心 设 计 课 程 内
容，将社会“大课堂”有机融入班集体活
动的各方面，突出社会“大课堂”的实
践导向，悉心挖掘实践活动中的教育素
材，不断提升学生的观察力、思考力、
记 忆 力 和 想 象 力 。 三 是 不 断 提 升 社 会

“大课堂”的质量与水平，在社会“大课
堂”的评价环节，尤其要注重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切实提升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和水平。

（作者单位:新绛中学）

善用善用““大思政课大思政课””培育时代新人培育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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