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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革命老区工作

简 报
2024 年第 8 期（总第 40 期）

湖南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编印 2024年 6月 25日

【编者按】近年来，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坚持政治建校、思想育

人，积极参与全国老区职业教育交流协作，大力培养老区所需技能型人

才，助力老区巩固脱贫攻坚、推进乡村振兴，为革命老区振兴发展作出

较大贡献，受到中国老促会的充分肯定和表扬。现刊发专稿，推介其经

验做法，供全省各地各有关单位学习、借鉴。

传承老区精神 服务老区发展

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

长沙县是典型的老区县、全国革命文物重点县，哺育了缪伯英、杨开

慧、陈树湘、徐特立等一大批革命先驱和仁人志士，拥有丰富红色资源，

是著名的红色摇篮。湖南劳动人事职业学院位于该县，现有教职工 400

余名，学生万余名，开设人力资源管理等 20多个专业。近年来，我院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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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大力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服务老区发展，累计为老区培养

技能人才 2.2万名，先后获评省文明高校、文明标兵校园、全国急救教育

试点单位，为老区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较大贡献，得到社会各界充分肯定，

办学满意度在全省 70余所高职院校中连续多年位居前四。

一、传承红色基因，用老区精神铸魂育人

长沙县是一方红色热土，全县拥有革命遗址和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点

125处，全国和省级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6 个，红色资源丰富。这些年，

我们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革命老区是党和人民军队的根，永远都要

从革命的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的指示要求，充分利用校园周边红色资

源，坚持用老区精神铸魂育人。一是挖掘革命老区“精神富矿”。近年来，

我院先后在田汉文化园和杨开慧、陈树湘、徐特立等革命先辈故居建立

10 多个思政实践教学示范点，将红色故事、老区精神、革命传统教育纳

入思政课教学内容体系。邀请基地相关专家学者担任思政课兼职教授，把

“思政小课堂”与“社会大课堂”有机结合起来。每学期每班安排 6-10 个课

时，开展现场沉浸式教学，让学生们现场感受田汉“为国而歌”、杨开慧“忠

贞不渝”、陈树湘“断肠明志”、徐特立“三个第一”等崇高精神，将红色基

因融入师生血脉，代代相传。二是打造“三有”思政金课。我院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学校思政课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结合传承老区精

神，出台加强思政课建设十条措施，重点打造“言之有理、言之有物、言

之有情”的“三有”思政金课，坚持用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和党的创新理论

教育学生，做到以理服人；用革命先烈的感人事迹激励学生，做到以物引

人；用革命老区红色故事感染学生，做到以情动人，不断提高思政课的针

对性和吸引力。三是开展“四习五技”基本素养教育。结合弘扬革命老区优

良传统，在全院师生中探索开展“四习惯五技能”基本素养教育，即培养师

生文明礼貌、遵纪守信、劳动卫生、读书健身等四种终生受用的习惯，掌

握应急救护、消防逃生、心理调适、职业安全、反诈防身等事关生命健康

安全的终生受用的五项技能，作为必修课要求师生人人过关。这一做法受

到中央有关部委和省领导充分肯定，得到用人单位的普遍欢迎。新华网、

人民日报、湖南日报等 20 余家主流媒体对此进行专题报道，产生较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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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效应和社会影响。

二、深化产教融合，服务老区发展

长沙县是全国 18个改革开放典型地区之一，拥有全省最大的经开区、

自贸区。近年来，我院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探

索建立“四共四定”校企合作新模式（基础共建、资源共用、人才共育、效

益共享；根据产业定专业，根据岗位定学位，根据生产流程定课程，根据

生产难题定科研课题），积极服务区域发展。一是优化专业结构。组织教

职员工深入园区企业、用人单位开展专业调研，根据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对

人才的需求，动态调整优化专业设置，逐步停招不适合老区经济社会需要

的部分专业，增开当地企业急需的工业机器人、理化测试与质检技术、新

能源汽车技术等专业，为老区支柱产业、特色产业、新兴产业培养急需人

才。二是开展订单培养。我院与老区 100余家企业签订校企合作协议，聘

请园区产业导师 50 余名，与比亚迪、三一重工、铁建重工等知名企业开

展订单班合作，理工科专业 90%以上的学生实行订单式培养，成立比亚迪、

蓝思科技、惠科光电等多家产业学院。与上汽通用、宁德时代等头部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成功申报教育部供需对接就业育人项目 6个，入选首批“中

欧实习就业人才培养基地”院校。三是引导本地就业。每年毕业季，我院

联合长沙县人社局、县人才市场、长沙经开区、自贸区，开展线上线下招

聘会，组织园区企业 300多家企业，提供岗位近 2万个。引导、支持和鼓

励毕业生留在县内就业，如今年理工科近七成毕业生在本地就业，扎根老

区，服务老区，为老区发展建功立业。

三、坚持以爱育人，用心用情扶困助学

每年招生时，我院均主动向老区进行指标倾斜，全院有近 80%的学生

来自老区，建档立卡等困难家庭学生占 35%，我院秉持“用爱温暖世界”

的办学理念，不断完善扶困助学机制，确保不让一个学生因贫辍学。一是

构建“四助一体”“三免一补”资助帮扶体系。为帮扶困难学子完成学业，

我院除落实国家正常资助政策外，还探索建立了“四助一体”“三免一补”资

助帮扶体系，其中“四助一体”（经济资助、生活帮助、心理辅助、就业扶

助）资助帮扶体系，使我院扶困助学工作实现常态化、长效化，仅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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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院就拿出 1300 余万元进行帮扶，受益学生达 5900 人次。对 150

余名困难学生实行“三免一补”（免学费、住宿费、教材费，补餐费），开

发勤工助学岗位 150多个，发放年勤工助学金 100余万元。我院扶困助学

被湖南省委确定为典型案例。二是“一对一”帮扶就业。每年对数百名就

业困难学生实行“一对一”帮扶，实现百分之百就业。如为帮扶一名一级残

疾脑瘫毕业生，学院主要负责人亲自协调相关部门，帮助其实现家门口就

业。针对该生特殊困难，在就业第一年每月资助其 1000 元生活费，做到“离

校不离情，帮扶不断线”。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等主流媒体对此

进行报道，新闻专题《脑瘫大学生用坚强谱写励志人生》获评中国教育电

视台 2023年度好新闻。三是助力乡村振兴。我院乡村振兴帮扶点在怀化

市靖州县三和村，同属革命老区。我院派出最精干的帮扶队伍，近两年累

计为该村争取项目资金 1300 余万元，接通了自来水管道、拓宽村道、修

缮校舍、帮扶农产品销售等，村容村貌大幅改善，村民收入明显提高。每

年暑期，我院均组织几十名师生志愿团到该村开展“三下乡”活动，举办电

商培训、家电维修、帮扶留守儿童等。三和村获评 2023 年怀化市民族团

结示范村。

下阶段，我院将进一步发挥在革命老区办学的区位优势，大力弘扬老

区精神，用好红色资源，秉持“用爱温暖世界”的办学理念，深化职业教育

改革，加快推进学院建设发展，为老区发展培养更多技能人才，助力老区

高质量发展。

报送：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

李建中副省长

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会长、副会长

省民政厅领导

分送：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成员单位，省民政厅机关各处室

抄送：各市州、县市区革命老区工作议事协调机构

湖南省革命老根据地经济开发促进会办公室 2024年 6月 25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