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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准扶贫视野下高校学生制度自信路径研究
——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为例

文忠菊　阳海青

（ 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 都匀 55800）

摘要：通过介绍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精准扶贫情况和助推黔南

脱贫攻坚取得实效，调查分析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生对制度自信

的了解情况及存在问题。实现思政课与脱贫攻坚实践有效融合，

以高校思政课为依托，并改善思政课教学机制加强大学生制度自

信认知教育，借助校园文化育人机制、强化大学生制度自信实践

养成和新媒体网络教育等路径改善，增强大学生制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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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精准扶贫实践案例介绍

贵州省黔南州平塘县卡蒲乡是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精准扶贫定

点帮扶的贫困乡之一，也是贵州省扶贫工作开展的重点乡，目前

全乡脱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卡蒲乡目前还存在硬件基

础条件比较差，群众受教育程度普遍低，思想封闭，对外来新鲜

事物和新政策接纳慢，基层党组织工作能力相对薄弱等劳。卡蒲

乡在全乡经济发展水平较之前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排名还是靠后，

村里的动力缺乏专业的技术和技能，产业发展受到极大限制，从

而就业层次低。2016 年，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党委按照全省教育精

准脱贫的相关工作要求，将助推脱贫攻坚纳入学校工作重点，制

定定点帮扶卡蒲乡工作方案，在各个村派驻第一书记下沉村里帮

扶工作。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结合定点帮扶乡现有的资源状况、产

业布局和技术需求，充分利用学院人才和资源优势，为定点帮扶

村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切实承担起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助推脱贫攻坚的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二、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帮扶情况和成效

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多次深入定点帮扶乡——平塘县卡蒲乡了

解实情，与当地村两委、驻村干部、村民深入沟通和交流发展工

作，站在新的工作起点对该乡统筹协调，积极开展学校资金帮扶，

项目扶贫和专业技术指导，为脱贫致富筹划谋策。并结合二级学

院的结对帮扶实际，不断巩固和推进平塘县净赚扶贫力度。

1. 对卡蒲乡进行资金捐赠和项目专业技术指导。黔南民族师

范学院对平塘县多个乡镇进行扶贫资金捐赠，学校生物科学与农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旅游与资源环境学院等院系生物学专家、

教授深入卡蒲乡摆卡村开展送种植技术、养殖技术、送法律、送

温暖、指导旅游项目开发等助力脱贫攻坚的活动。生农学院将农

业研究种植基地建设在平塘县，带动平塘人民发家致富。2. 在扶

贫点开展党建工作。学校领导班子成员和各二级学院多次赶赴对

口帮扶的村组进行党建工作的开展，对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取得了

极大的成效。3. 技术指导和产业扶贫。学校专家对扶贫点卡蒲乡

蔬菜种植过程进行技术指导，为定点扶贫乡实施绿壳鸡蛋养殖基

地进行养殖技术培训和政策宣传等。4. 学校加大对学生的教育扶

贫和学生资助工作。学校对建立精准扶贫学生“一对一帮扶”制度，

从学生进校就分配老师进行帮扶，不仅帮扶学生的学习，还要关

心学生的平时生活情况，确保每年精准扶贫毕业生就业率 100%；

学校在资助中心、保卫处、各二级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均设置勤

工助学岗位，解决个别家庭困难学生的生活费问题，同时也锻炼

学生的做事能力。对精准扶贫的学生进行学校的贫困建档入库，

每年发放国家助学金和精准扶贫助学金等。5. 开展校农合作。学

校工会和食堂组建校农结合供应站，鼓励学校教职工购买校农结

合农产品。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实行的“校农结合”项目，不仅增

强贫困户发展内生动力，也推进“扶志”与“扶智”相结合，实

现一仗双赢。

近年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在定点帮扶的工作中，按 照“一

达标、两不愁、三保障”总体工作目标，紧紧围绕脱贫攻坚大局

主动作为，通过学校领导和驻村干部以及村民们的努力，学校的

精准扶贫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1. 及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学校领导班子多次赶赴卡蒲毛南

族乡开展“校农结合”党建扶贫工作、开展座谈会、开展党建扶

贫专题会等，通过交流和了解学校帮扶的，及时掌握帮扶的情况，

采取跟进和改进措施，提高脱贫攻坚的工作效率。加强宣传党的

政策让当地群众学习和了解，提高当地居民思想的整体站位，推

进脱贫攻坚工作进度。2. 学校和当地政府切实落实扶贫资金投入。

近年来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向扶贫点捐赠物资、筹措帮扶资，慰问

老党员、困难党员及留守儿童 200 多人次，每年开展 10 多次的科

技服务活动。解决定点帮扶村基层党建经费不足等问题，为实施

养鸡项目的建档立卡贫困户购买小鸡苗。做好扶贫点 “一村一品”

产业规划，增加群众收入，提高脱贫成效，为脱贫摘帽打好坚实

的基础。3. 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不断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

黔南师院驻村书记胡晓艳、陆廷梅等领导带领村里成员和村民共

完成道路硬化工作，卡蒲乡已经实现组组通、户户通，道路硬化

全覆盖，村容村貌得以改善，环境卫生清洁干净，摆脱脚下沾泥

的历史，能满足群众出行的需求。卡蒲乡已经实现动力电、通信

信号、宽带互联网、广播电视信号全覆盖，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极

大提升。卡蒲乡实施饮水工程，实现自来水安装入户，群众饮水

安全保障。

三、大学生制度自信的现状分析

（一）大学生对精准扶贫政策的了解程度情况调查

为了准确了解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生对“制度自信”的了解

情况，采用线上和线下两种方式进行数据收集。设计了《黔南民

族师范学院学生对“制度自信”认知情况》的调查问卷，向黔南

民族师范学院学生发放问卷 1200 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 1168 份，

其中男生 539 份占比 46.1%，女生 629 份占比 53.9%。统计发现，

大部分同学对于“道路自信”了解存在比较模糊认识，对于“精

准扶贫”概念的了解多数学生有一定了解，但了解得并不深入。

70% 同学对于“道路自信”只存在模糊认识，而对于精准扶贫方

面内容，多数学生不了解。由此可见也看到有部分大学生对于脱

贫攻坚战的成功实践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体现的认知较

为不足。

（二）大学生制度自信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

1. 教材更新的滞后。高校大学生的思想政治课主要的教材主

是根据人才培养方案参加的那几本，可以看到，全国高校的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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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一样，这些教材内容涉及多方面，但体现制度自信的具体内

容较少，一般都是概括性带过，精准扶贫与制度自信内容的结合

也是鲜见，且没有对进行重点针对性阐释、多为宏观的概括。

2. 思想政治教育教学方面的缺陷，思政政治教师在上课时对

制度建设、方针政策方面的内容进行精讲，但对制度自信没有作

重点讲解，忽视制度优越性在现实生活中的引领作用。另外，在《形

势与政策》课中精准扶贫和决胜小康社会这部分内容应该作为教

学工作重点开展，让学生更加体会制度自信的优越性。

3.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机制存在缺陷。高校思政课教学的理性

认同机制和保障机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授课时教师不仅要注重

理论知识的传授还要注意学生内心对该知识点的接受程度，才能

促进高校大学生对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的情感认同；另外应

不断加强对高校对思政教师、思政课程建设重视，只有教师把思

政课上好、学校对思政课的发展重视，才有利于高校思想政治课

保障机制的改善。

4. 大学生缺少对制度自信方面的实践，对制度自信的感悟和

认同积淀不够。增强大学生“制度自信”不只是在课堂中可以达

到，而是要结合社会实践共同作用，学生感同身受才能记得深刻。

贵州作为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作为“中国之治”“中国奇迹”的

一个缩影，贵州的变化更能印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

越性。高兴大学生要从对生活实际变化的感悟，多关注国家大事，

关注国家发展，认识到国家的大变是在百年之大变局之中，才能

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先进性；同时也能切

实增强大学生的政治、制度、思想、价值观等方面的认同。

四、大学生制度自信培育路径的探索

高校思想政治课授课方式是直接、客观地讲授理论知识，旨

在提升大学生的理论认知，高校学生制度自信的培养需高校积极

参与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的具体措施，将工作中的实际案例结合

国家的举措通过多种方式让学生学习到。当然实现“两个一百年”

奋斗目标，也需要学校、教师和学生需共同努力。

（一）发挥高校思政课题教育的主要作用，加强大学生“制

度自信”的认知教育。高校教师要转变授课理念和授课方式，不

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综合素养，重视学生学习动力，激发学生学习

热情，改变教学途径，以丰富的课堂教学内容，提升学生的学习

兴趣，从而不断提升学生政治素养。开展以精准扶贫为主题的示

范教学，增强理论教学针对性，交流教学经验。学校通过召开班会、

学习会、座谈会等，学习和阐述贵州翻天覆地的巨变，深刻学习

和阐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以此去增强大学生

“制度自信”。

（二）高校完善思政课程机制建设，加强校园文化育人体系。

学校要大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学科和专业建设，加强专业师资队

伍建设，形成良好的教学体系。同时要改进和优化校园环境的建设，

加强校园文化育人机制，注重创新校园文化活动开展的内容和方

式。黔南民族师范学院为全校师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创建“五星思

政广场”，在课程建设方面推行思政进课堂的政策，大力宣传学

校在脱贫攻坚方面取得的成效，通过形势政策课教育、书记大讲堂、

影山大讲堂、开学第一课、专题党团活动、国旗下的讲话等形式

开展学校脱贫攻坚的事迹教育，从多方面努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结合学校精准扶贫工作实际，从基础设施跨越式发展、人民生活

水平的提高、教育事业蓬勃发展、农村发生的巨变、社会治安秩

序稳定、良好生态成为贵州最靓丽名片等角度，强化制度意识，

坚定制度自信。

（三）强化大学生制度自信的实践养成，增强大学生制度自

信的来源。除了以团课、课堂演讲、辩论赛等活动为载体之外，

鼓励大学生暑期或课外实践活动时下沉到学校定点帮扶村组，走

访慰问当地困难群众，访问个别的贫困户，引导学生通过眼睛看

乡村剧变，通过乡村变化增强大学生制度情感认知、制度自信的

切身体验和感悟。积极开展第二课堂相关的活动，高校可大力开

展以制度自信为主题的“文化节”“艺术节”“科技节”等活动，

增长学生知识丰富学生的认知，通过第二课堂中提供丰富的制度

资源引导学生在参加活动时积淀制度体验形成制度自信。

（四）推进大学生网络教育学习平台建设，完善“制度自信”

的引领学习。新媒体时代要发挥好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

现代信息技术优势，加强精准扶贫实践与制度自信教育相关网络

教育平台建设，利用微信公众号、微博、QQ 抖音等传播有关脱贫

攻坚和国家方针政策以及贵州乡村大变的内容，站在学生的角度

推送学习内容，贴近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多形式推进制度自信教

育的理念。学校宣传部、团委等定期将重要的有关脱贫攻坚的时

政新闻送进校园，帮助学生正确理解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正

确认识世界和中国、贵州的发展大势，及时了解学校在脱贫攻坚

方面开展的工作。另外，通过可以把学生学习的情况作为思政课

制度自信教学的内容，进一步拓宽制度自信教学渠道，提高教学

的实效性和说服力。通过应用不同的新媒体网络教育和学习的形

式，切实抓好对学生对脱贫攻坚的学习与制度自信教育，鼓励学

生在学习和思想上做到知行合一。

当前，脱贫攻坚已到收官之年，只有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自信，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始终领导，才能取得中华民族伟大

的胜利。通过对大学生制度自信培育路径的探索，有利于增强当

代青年大学生的制度认知、责任担当，文化素养等方面，从而不

断提高大学生的制度自信水平，让大学生自觉投身到全国脱贫攻

坚、乡村振兴以及十四五规划建设中去，担当起振兴民族的伟大

重任，为建设多彩贵州、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贡献自己的青春

和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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