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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馆实施党史教育，弘扬两路精神的路径探索 

——以川藏公路博物馆为例 
刘霞1  李燕汐2  田耀楠3 

（1.川藏公路博物馆  四川省  611100；2.四川省西昌市礼州镇田坝村  四川省  610000； 

 3.重庆奇昌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四川省  610000） 

摘要：党史教育一直是各高校工作的重点，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四川交职院充分依托学院学科优势和四川地域、交通行

业红色资源优势，坚持把“两路”精神融入党史学习教育，把川藏公路博物馆红色教育基地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培养青少年爱国情

怀的实践场所，深挖精神内涵、汲取精神力量，通过党史学习教育“七步走”：构建“1+6+N”红色教育资源集群、打造交通行业党

史学习教育基地、开展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不断创新学习教育形式。在交通行业、社会企业、中小学及学院内部，以现场教学、

理论学习、科普教育等多种方式，让党员干部、青少年学生和群众对党史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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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施背景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学习中共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加强党史学习

教育，对于高职院校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解决好“培养什么

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关于印发《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

革创新实施方案》的通知明确要求，“要重点引导学生系统掌握马克

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了解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认识世情、国情、党情，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好“四史”，是高职

院校师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必修课，加强党史学习教育，是时代赋予

广大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的重大任务。 

二、川藏公路博物馆实施党史教育的路径 

（一）构建“1+6+N”红色教育资源集群 

通过政行企校多方聚力，在校内建成室内展陈面积近 1000 平方

米的川藏公路博物馆，于 2021 年 6 月 29 日正式开馆，为党的百年

华诞祝福献礼，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川藏公路博物馆是学院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的重要基地，是

传承与弘扬“两路”精神的红色基因库，是在校大学生接受爱国主

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精神家园”，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职业

道德教育的有效阵地。馆内收藏了 70 多年来川藏公路交通建设相关

的实物、档案资料等 331 件，集中展示了在川藏公路修建和养护过

程中孕育出的“两路”精神，以及四川交通人在抗震救灾、抢险保

畅、脱贫攻坚等历次大战大考淬炼中对“两路”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积极打造“1+6+N”实践育人四川特色，以川藏公路博物馆为

“1”个主馆，在国道 317 刷经寺片区、雀儿山片区和国道 318 天全

片区、康定片区、新都桥片区、巴塘片区 6 个点位建设“6”个分馆，

不断梳理国道 317、318 沿线“N”个红色遗址遗迹（已梳理 38 处），

形成具有四川特色、交通特色的红色教育资源集群，为深入推进党

史学习教育活动和实践育人提供了四川本土区域、交通行业特色显

效的红色教育资源支撑。 

（二）打造交通行业党史学习教育基地 

积极依托川藏公路博物馆红色资源，紧紧聚焦“两路”精神，

凝聚共识促传承，坚持把“两路”精神与交通建设、交通发展、交

通强国相结合，同时发挥学科优势，开发“四史”沙盘推演课程，

转变教学方式促进课程改革，提升参与感，让党史教育更生动、影

响更深入。自建设以来，在交通行业内广泛开展“现场教育”，为有

需求的建设单位开展“两路”精神主题讲座、理论学习、党史教育

沙盘扮演课程，让“两路”精神根植于干部和职工心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三）开展青少年红色研学活动 

积极申报红色科普基地，开发科普课程，结合实际、创新方法，

在青少年中大力开展“两路”精神学习教育，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的主旋律。育苗先育根，育人先育心。从 7 月开始，先后组织

《中国报道》校园小记者、成都七中（林荫校区）、温江新世纪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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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多个学校、组织的青少年学子，参观川藏博物馆，了解川藏公

路建设故事，学习先辈“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博、甘当路

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精神，激励青年学子们“山河已无恙，

吾辈当自强”。 

 

图一：成都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学生进行红色研学活动 

（四）开展 “师生同讲党史、共读党史”品牌活动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要求，学院开展了“师生同讲党史、共读党

史”活动。院领导、党总支书记、党支部书记、思政课教师、辅导

员、学生积极参与到活动中。录制了师生讲述的飞夺泸定桥、彝海

结盟、毛泽东舍小家顾大家、太行英雄抗日名将左权、时代楷模黄

文秀等党史小故事宣讲视频 20 多个，线上观看近 20 万人次；100

名师生录制音频接续朗读《中国共产党党史》，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

主义情怀，掀起全校党史阅读热潮。 

三、川藏公路博物馆弘扬两路精神的路径 

（一）创建“两路”精神实践育人体系 

遵循学生成长成才规律，突出学生主体性、参与性、阶段性，

将“两路”精神教育作为《形势与政策》课学习专题，用好思政课

教学主渠道，组织学生参观川藏公路博物馆，在校园内开展“两路”

精神主题征文，讲交通楷模故事、开“两路”精神主题班会、参加

交通科普讲解大赛等各类活动，把党史教育贯穿于办学育人全过程。 

（二）探索网络思政教育模式 

发挥融媒体宣传主阵地作用，借助媒体宣传、社会宣传等多种

方式，为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营造浓厚氛围。8 月 6 日，在四川直播

网平台，与温江区融媒体合作开展了“红色印记——走进川藏公路

博物馆”在线直播活动，1 小时内访问量达 11000 多人次；打造线

上博物馆，计划通过 VR 全视角在线展示川藏公路博物馆全貌，借

助互联网实时传播、无缝衔接的优势，向更多人展示川藏公路建设

时期感动人物、感人事迹。 

（三）营造“两路”精神校园文化氛围 

10 月 15 日，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之季，

与温江邮政联合承办了《交通可持续发展》特种邮票首发暨建党 100

周年集邮展览。通过当日全国首发的《交通可持续发展》特种邮票，

及《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两路通车 65 周年》等 960 版 10000

多枚纪念邮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100 年来走过的光辉历程，以及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交通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

革，深化了师生们对中国交通发展的认识，激发了爱国热情，营造

了良好的校园文化氛围。 

（四）开发“两路”精神相关故事读本 

为了用好川藏公路红色资源，服务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弘扬“两

路”精神，讲好“两路”故事，特筹备发行《那些人、那些事——

纪念在川藏公路上的英雄们》连环画，连环画以黑白连环画配以文

字的方式展示“一等功臣张福林”、“支前模范曲梅巴珍”、“万里徒

步踏勘余炯“等川藏公路建设上的人和事。预计后期将把连环画用

于对大众科普、宣传“两路”精神上，便于更好地传承与弘扬“两

路”精神。 

四、总结 

综上所述，博物馆作为党史教育、思政教育的重要阵地。川藏

公路博物馆为党史教育和两路精神的弘扬提供了有效的情境，并且

对教育形式和传播形式都起到了有效的丰富作用。同时还有助于党

史教育理论的提升以及教育内容的深化，所以接下来应该积极探索

川藏公路博物馆的教育功能，不断提升博物馆教育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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