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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消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

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年 �月，在中国

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提“中国特色

反贫困理论”，揭示了“扶贫扶到点上、扶到根上、扶到家庭”

的精准扶贫政策这一中国脱贫攻坚战的制胜法宝。高校共青

团长期精准扶智工作模式便是在当前中国新时代背景下，立

足于贫困地区儿童的教育帮扶工作而提出来的。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

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扶贫工作将进入转型期，守住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成为了接下来乡村振兴工作的底线，其在一定程

度上决定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完成效果和时间进度 >��。新形势

下，高校作为教育扶智的主力军，理应拿出“真本领”助力

乡村振兴工作，充分发挥高校思政教育的引领作用，凝聚青

春力量，展现青年作为。因此，在建立高校对点长期精准扶

智工作模式后，探讨如何将长期精准扶智工作和高校思政教

育结合起来，进一步挖掘高校思政教育的有力举措，把减少

相对贫困与乡村振兴工作结合起来，通过理论学习和长期扶

智工作落地实践，更深层次地使得高校大学生参与到精准扶

智的工作中来，在实际扶智工作中总结思政教育理论，推动

高校思政教育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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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年中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高校作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主要阵地，在总结脱贫经验和巩固成果的进程
中，应加强理论梳理，努力拓展新形势下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途径，充分发挥课堂教学的主渠道作用。力求在今后长
期精准扶智工作中，借助高校特色举措产生规模效应，为解决相对贫困问题和发展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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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长期精准扶智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关系

2.1�高校思政教育为长期扶智工作输送人才

高校的思政教育把控着人才培养的主流方向，为长期精

准扶智工作不断提供人才。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

期”，青年作为社会发展的生力军，理应积极加入到精准扶

智工作中。高校在开展思政教育工作中，引导广大学生在学

懂弄通上下功夫，在实践求真中悟真理，树立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高校思

政教育的重中之重。合理运用高校青年学子“大手拉小手”

的优势，深入帮扶地区开展长期扶智工作，从思想上改变对

口帮扶地区的观念和认识，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加快实现

减贫目标贡献青春力量。

2.2�长期扶智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实践基地

长期精准扶智作为帮扶工作的一个重要环节，在为高校

思政教育提供实践基地的同时，也给对点帮扶工作提供了一

条“实践检验真理”的途径。通过长期的培养和输送人才，

让学生能够将思政课堂“搬”到帮扶地区去实践，这对于理

论“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会更加地深入，大学生参与度帮

扶工作积极性会更高，有利于高校思政教育形成全员育人、

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完备工作机制以及良好的教学�

氛围。

2.3�发挥高校党建引领传帮带的理论支撑作用

高校要在新时代减贫工作和乡村振兴工作中实现自己的

使命与担当，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突出大学生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利用高校党建带团建的创新工作方式，激发高校思政

教育领域的育人功能，做好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支撑工作。

广泛开展“省—校—院”青马工程培训班、青年志愿者社区

服务等品牌项目，通过对青年学子进行理论武装，不断加强

长期扶智工作的理论学习，培养优秀学子争做帮扶生力军，

让其在自身践行中影响身边人，在下乡实践中带动当地儿童，

从而更好地帮助贫困地区儿童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3�当前思政教育在长期扶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3.1�贫困群体消极心理依然存在

扶贫先扶智，要富口袋先富脑袋。余志涛 >��将思想政治

扶贫定位为以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培育贫困主体独立思考的意

识，激发其自力更生、勤劳致富的精神。虽然当前脱贫攻坚

工作已经取得全面的胜利，绝对贫困在物资层面上已经消除，

但长期的帮扶工作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少数帮扶群体在进

过长期的对点帮扶中出现“等、靠、要”等消极心态，在物

资生活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思想政治教育的不到位便成

为一个突出问题。

3.2�高校思政教育缺乏实践载体

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全国高校思政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到，

高校思政教育关系到“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

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通过高校思政教育，让大

学生能够深刻认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使命与担当。当前的高

校思政教育大多数局限于课堂理论知识的讲授，可操作性不

足，教学效果不够明显，长期缺乏实践活动或者开展活动不

深入等问题较为突出。

3.3�学生参与扶智工作意识不强

在开展精准帮扶工作中，高校运用“派驻干部 �结对帮

扶”的方式，通过派出专家和扶贫干部，大学生社会实践活

动等形式，深入到帮扶地区的田间地头，帮助当地解决种植、

养殖等技术难题，传授知识经验，帮助贫困群体脱贫致富。

然而，这种做法延用到今后的推进乡村振兴发展工作中显然

是不够的，高校大学生对精准扶智工作参与度低，理论知识

匮乏，课堂教育与实践机会不对等问题亟待解决。而通过到

帮扶地区开展长期扶智工作，可以快速提高大学生扎根基层、

投身乡村振兴事业的归属感，从而为精准扶贫工作培养高素

质、高技能的人才，以推动精准扶贫工作的发展。

4�新形势下长期精准扶智工作对高校思政教育

的启示

当前中国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年 �月

中共中央 �号文件明确提出，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完成后，

对脱贫县从脱贫之日起设立 �年过渡期。守住防止规模性返

贫底线，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接续推进脱贫地区乡

村振兴成为下一步扶贫工作的重心。新形势下，高校理应抓

住这个关键时期发挥对口帮扶的作用，有力调动高校优势资

源因地制宜地推动长期精准扶智模式向更深层次发展，同时

促进高校思政教育的深入开展，这对于育人成才的高校自身

来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就广州航海学院来说，此前我们针对定点帮扶村花山村

基于共青团视角下提出了“小螺号计划”长期精准扶智模式 >��，

着眼于高校共青团如何聚焦自身优势资源，对广大青年广泛

参与到扶贫扶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精准的措施和办法。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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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工作中我们发现，高校思政教育对于长期精准扶智工作

的影响不容小觑，如何善用大学生“思政课”，强化高校教

育与乡村振兴的融合，助力帮扶工作纵向发展成为可深入探

讨的课题。

第一，深化思政育人功能，助力帮扶再出发。百年大计，

教育为先。高校思政教育助力精准扶贫的关键就是要深化彰

显实践育人功能 >��。充分发挥高校共青团对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作用，依托教育体系培养学生扎根农村的情怀。高校

加强教育引领，积极调动广大青年的参与热情，拓展学生参

加精准扶智的范畴，让精神帮扶成为学生综合素养、创新能

力提升的重要精神支柱，突显思政教育在助力精准扶智中的

育人功能，让大学生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留下许党报国的奋斗

足迹。

第二，依托高校优势资源，强化精准扶智效果。高校具

有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和学科优势，高校在党建引领下依托

共青团实践平台，发挥高校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资源优势，

凝聚青春力量，铸造青年作为。一方面，通过开展大学生暑

期“三下乡”活动、“小我融入大我，青春奉献祖国”等党

建带团建活动入乡、入校，在带动帮扶村儿童思想政治教育

的同时，激发高校思政教育的活力；另一方面，高校的各类

艺术团、社团协会可以满足帮扶地区儿童各类艺术实践活动，

丰富当地儿童的生活。把高校特色优势与帮扶地区发展短板

相结合，主动发挥自身优势，调动新时代青年青春活力，最

大效力地发挥高校“思想库、智囊团”的作用。

第三，深挖精准扶智理论，丰富思政课程内容。加强高

校思政教育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源实际”的路径，

高校教师应该深刻认识到思政教育助力帮扶地区长期精准扶

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从不同的视角看到帮扶工作的不同侧

面，深挖长期精准扶智工作中的理论，结合思政课程改革，

及时将帮扶过程中的鲜活案例融入教材，丰富思政理论课程

的内容体系，向广大青年学子讲好长期精准扶智这堂“大思

政课”，提高大学生的理论认同，鼓励引导大学生积极参与

到长期精准扶智和乡村振兴中来 >��。

第四，建全思政教育体系，增强责任使命担当。高校思

政教育要想更好地助力长期精准扶智工作，为乡村振兴发展

贡献更为深远的影响，除了丰富思政课程内涵、创新教育模式、

建立健全各项思政教育政策外，还要依托日常管理保障思政

教育政策的落实。增强思政教育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掀起“反

哺乡村，扎根乡村，振兴乡村”的热潮，为高校的长期思政

教育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5�结语

摆脱贫困是贫困地区迈向乡村振兴的关键一步，如今中

国已经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

史册的人间奇迹。“思政课不仅应该在课堂上讲，也应该在

社会生活中来讲。”针对脱贫地区的教育薄弱等问题，高校

通过开展长期精准扶智活动，充分发挥高校在新形势下的育

人功能，让大学生思政教育在乡村振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中

再次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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