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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为引领 “非遗”作底色 构建校园文化新格局

2002 年 5月，荆州市人民政府批准、由市教育局直管的全日制民办中等

职业学校——荆州市创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正式获批建校。历经二十多年创

业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风雨兼程，辛勤耕耘发展至今，现在校学生突破 6000

人，为服务当地经济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二十多年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学校获得社会广泛认可，也获得上级主

管部门的高度肯定：获全国首批中职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职学校、国家

级重点技工（集团）学校和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等称号；是全国职业



教育先进单位；是全国先进社会组织和全国自律与诚信建设先进单位；是“全

国助残先进集体”；是国家级、省级优质学校、优质专业（简称“双优”）

立项建设学校。

学校秉承“精工精益，匠心匠魂”的核心理念，坚持“党建”为引领，

“非遗”作底色，全方位构建校园文化新格局的办学指导思想，形成以技能

教育为主体、以非遗传承教育和书院素养教育为两翼的“一体两翼”特色办

学体系，探索出多元化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的特色发展之路。

一、创新党建机制，激发学校活力

建校初，学校多方求证，设百年名校标，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全面

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民办学校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等多个文件、

法规关于党组织定位的要求。通过学校《章程》，将党委、校长和董事会的

职权作出规定，分工协作。确保党委的政治核心领导作用，明确董事会的决

策权，校长的行政管理权。

（一）完善决策机制，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学校党委书记任校副董事长，党委直接领导、参与学校各项重大工作，

强化党组对学校决策的监督指导。聚焦落实了党组织“保证政治方向、凝聚

师生员工、推动学校发展、引领校园文化、参与人事管理和服务、加强自身

建设”六项基本职责，切实发挥好党组织在我校运行管理的政治核心作用。

（二）建立评价机制，彰显职责担当

通过优秀党员、师德标兵等一系列评比活动，形争先创优风气。建立评

价机制，对教职工综合考评，既自评又互评。建立具有诊断作用的督导机制：

将学校“诊改”引入党建工作，每期党员民主评议等机制的建立既有自上而



下的领导权威，又有自下而上的民主反馈监督的形式，上下贯通，形成向心

力，增强凝聚力。

（三）坚持引领机制，落实政治功能

以官网、官微、官博为主阵地，仅 2022 全年推送稿件 4066 篇，浏览超

201 万次。对学校层面进行“舆情”监管，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构建课堂

主阵地督查机制，主动统合思政课程和课程思政。落实“党建带团建”传帮

带机制。

二、打造多个阵地 夯实育人功能

（一）营造人文环境，陶冶学生情操

学校把营造良好的人文环境作为校园文化建设的核心来抓，在资金紧缺

的情况下，采取多渠道筹措。在形式上让每一面墙都会说话，都发挥育人功

能。在院墙墙面上有“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等宣传内容。文化廊道外墙上

的办学理念、学校“三风一训”的牌匾整齐醒目。学校党委牵头，以党建带

团建的形式，在教学楼一楼打造“思政文化”长廊，展示爱党爱国宣传标语、

学校党组织发展、优秀党团员事迹、党团活动和荣誉；学校建立校园音响系

统，校园广播站开设有《小故事大道理》《党史天天学》等专栏。开化启迪

学生心智，潜移默化，陶冶学生情操。

（二）建立校史馆，打造育人阵地

我校在建校 20 周年校庆之际，收集 20 年历史发展变迁各类资料，建立

校史馆。主要以陈列展示学校的各种大事记为主，承载着学校在办学实践过

程中育人、科研、社会服务等诸多方面的内容。

我校通过组织师生参观校史馆，感悟学校发展历程，邀请老创业人讲述



创业人艰苦奋斗故事，使校史馆成为励志教育和奋斗主题的实景课堂；在校

史馆开展“非遗大篷车”启动活动；邀请专家、学者在校史馆进行职业教育

理念宣讲；学校大赛获奖选手在校史馆进行经验分享等活动，使校史馆成为

学生德育教育的文化基地，成为学生热爱职业教育、热爱专业技能、热爱母

校的育人阵地。

三、聚焦“非遗”文化，凸现育人特色

利用荆州作为楚国故都丰厚的传统文化资源，把“非遗”文化作为背景，

底色，充分挖掘“非遗”内涵，结合教育教学的需要，找契合点，聚力教、

学、诵、讲、画、演等以文化人教育方案的开展，依托学校拥有“国家级传

统民间工艺工作站”和“荆楚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院”平台，推动学校传承

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提高全校师生的精神文明素质和道德水平，营造良好

的校园秩序和文明环境，促进学校全方面和谐发展。

（一）用现代学徒机制，活态传承

借用 20 位国家省级非遗传承人和国家、省级传统工艺和工艺美术大师

签约入驻传承院,建设包括“楚式漆器饰”等 20个项目的非遗保护，传承，

教学和生产的大师工作坊。同学们初期通过非遗通识课程学习，对非遗文化

有初步认识和理解，在导师引导下，选择感兴趣的非遗项目组，比如葫芦烙

画、楚绣等，拜非遗大师为师，定期在工作坊开展非遗技艺项目学习，让非

遗文化动态传承。近年来,我校有超过 20000 人参加了非遗传习课程体验和

非遗技能学习。

（二）用校园社团载体，动态传习

传统艺术，绽放千年之美。学校艺术文化社团开展“我们一起学非遗”



等一系列活动。

“楚彩”非遗社团以非遗博物馆和非遗大师工作坊为载体，定期把非遗

大师请进来，跟非遗大师学习葫芦烙画、剪纸、楚绣等非遗技艺；组织非遗

社成员在职教宣传周等活动中展示非遗技艺，讲述非遗故事，引导同学们感

悟非遗魅力和工匠精神，营造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社团成员作品，在各类

比赛均获骄人成绩。在省、市各类活动期间，社团展示工艺品及制作流程，

学生既感受到非遗技艺魅力，也有存在感的获得，社团活动既激发了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也引导学生通过学习非遗，对传统文化有更丰富和深刻的理解。

“朝露”汉服社团开展“中国华服日”等传统文化活动：中秋节在校园

里逛灯会；教师节行拜师礼，做国风贺卡；端午节包粽子，讲爱国诗人故事；

为豆蔻女社员举行集体“簪花礼”，邀请老师上一堂学会保护自己的主题讲

座。连续五年举办“校园汉服文化节”，打造文化美育品牌，感受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魅力，将思政教育和传统文化传承相融，做新时代文化自信的非遗

少年。

（三）用以赛促练形式，生态传扬

组织“国学经典”诵读比赛和“经典咏流传”大型古诗词音乐合唱比赛，

两个活动均被国家“职业杂志社”官方微信公众号刊登；创办“国学经典诵

读班”和开展“国学经典进校园”活动。湖北日报还以“三千弟子学非遗”

为题专版报道此活动。学校将国学经典纳入晚自习内容。学校团委联合学工

处、教务处对班主任进行培训，在每天晚自习前二十分钟，由班主任亲自授

课，组织学生学习《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在潜移默化中养成善良、正直、

孝顺、勤劳等中华传统美德。依托学校“国家级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和“荆



州市公共实训基地”设立在我校的优势，指导开展“一系一品”，发挥专业

技能比武在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中的作用；开展非遗技艺手工大

赛、学生辩论赛、职业教育活动月、文明风采展示周等活动，营造浓郁饱满

的学习氛围。

四、打造“书院制”学生社区 创新育人模式

全力打造“书院制”学生社区，让党（团）员下沉“一站式”书院（公

寓），贴心服务学生。

（一）运用“党建+N”模式

党组织力量下沉书院学生社区。党支部书记任书院院长,支部委员任楼

栋长，党员骨干任楼层长，团员团干任寝室长。通过开展红色讲堂、专题报

告、学习沙龙、研习小组等多种形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不断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师生，筑牢理想信念之基。通过成立“青

年之家”，组织书院（公寓）学生开展学“习”进行时、画说党史、团员先

锋岗等形式多样、喜闻乐见的主题活动，强化党建引领，团建夯基，赓续红

色血脉，筑牢理想信念，进一步坚定书院学生听党话、跟党走的决心和信心。

（二）建强社区导师队伍

建一支育人导师（班主任）、学业导师（技能名师）、社会导师（企业

骨干）、朋辈导师（党员干部）、生活导师（教官、学工干事）组成的导师

队伍，提供全天候、个性化的指导和服务，体现“三全育人”理念，以导师

制为牵引，以人格培养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目标，以通识教育等为抓手，

不断强化细化育人实效。实施“四进四联”，贴近服务学生。

（三）坚持“五育”并举



“德育”立魂，坚定理想信念。“智育”立心，夯实学术根基。营造书

院良好的学习氛围，开展“学霸宿舍”评比等活动，体现教育的本质任务。

“体育”立神，增强身体素质。“美育”立情，陶冶生活情操。“劳育”立

身，塑造健全品格。教育是科学，需要我们去探索。教育是文化，需要我们

去传承。前方的路还很长，我们将一步一个脚印往我们的既定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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