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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聚焦育人目标 发挥首都优势

着力在培养时代新人上勇担当善作为

　　北京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重

要指示精神,着眼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科学谋划、强化协同育

人、发挥优长特色,2018年以来共选树区级“新时代好少年”1179

名,市级150名,其中7人获全国荣誉称号,形成了榜样引领、奋楫

争先的生动局面。

坚持系统推进,凝聚立德树人“向心力”。一是强化首都站位。

北京市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北京育英学校时的殷切嘱托,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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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始终将“新时代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作为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举措,作为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好儿童的有效抓手,作为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的基础工程,用

心用情用力谋划统筹落实。二是坚持高位推动。把“新时代好少

年”学习宣传活动纳入北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

纳入《首都“十四五”时期精神文明建设规划》,列入首都文明委年

度重要议题,作为年度精神文明创建重点任务。市委主要领导提

出工作要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每月调度,确保各项任务扎实

推进。三是着重完善机制。通过发挥各级宣传部、文明办和教育、

共青团、妇联、关工委等部门作用,形成点线面结合的工作网络和

联动机制。通过强化市、区、学校、班级、学生五级联动,严把选拔

推荐、评审公示、宣传引导、示范带动等环节,确保好少年典型立得

住、叫得响,传得开。

坚持三位一体,共绘协同育人“同心圆”。一是家风有传承。

发挥文明家庭示范作用,挖掘和讲好孝老爱亲、自立自强等成长故

事,用良好家风涵养道德情操。比如十一学校的郝玟淇,从驻守边

疆的姥爷身上学会了坚韧和担当,姥爷重病卧床后悉心陪伴,被街

坊邻居称为“贴心小棉袄”。二是校园有引领。在全市中小学开展

“学好少年榜样,从自身做起”主题活动,组织开展文明班级、文明

社团等文明校园创建和志愿服务、劳动美等社会实践,引导未成年

人向善向上、向榜样看齐。连续五年举办“文明校园特色故事分享

会”活动,35所文明校园,70位校长、老师,近万名学生现场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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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故事”中感悟“大道理”,在“小活动”中体现“大文明”,活动视

频浏览量达3.4亿。三是社会有支撑。举办专场发布活动,全媒

发布“新时代好少年”事迹,让好少年事迹家喻户晓。开展“好少年

文体看台”“好少年走进国家大剧院”“美德少年暑期传统艺术学习

体验”等活动,进一步营造见贤思齐、争做先锋的文明风尚。

坚持多措并举,打好以文化人“组合拳”。一是红色文化引领

人。开展“清明祭英烈”“童心向党”“向国旗敬礼”等系列活动,使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北大红楼、香山

革命纪念馆等建立小讲解员队伍,让孩子们身临其境学党史,从

“倾听者”变成“参与者”,不断培育爱党爱国情怀。以服务保障党

和国家重大活动为契机,组织3万名师生参与建党百年文艺演出、

广场合唱献词等活动,“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青春誓言入脑入

心。二是传统文化熏陶人。开展“中华美德故事汇”“最美读书声”

等活动,用优秀传统文化滋润孩子身心,助力他们早日成长为拥有

“四个自信”的时代新人。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苗新悦同学,在参

加“中华美德少年行”活动中迷上了故宫,她写的《雪中故宫》被博

物院收进《见字如面 对话故宫》一书。像苗新悦同学一样,一批又

一批同学通过探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奥妙,成为传承中华文化

的少年使者,展现了新时代好少年的文化自信与使命担当。三是

科学技术启迪人。发挥全国科技创新中心作用,我们持续开展“科

学家精神进校园”活动,组织两院院士、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组成

“科学家精神宣讲团”,走进中小学校,讲好开学第一课,在引领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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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的同时,种下了科技报国的种子。连续举办青少年科学调查体

验活动,涉及“低碳生活”“节约粮食”等10个领域,覆盖全市百余

所中小学,不断浓厚了崇尚科学、热爱科学的社会氛围。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处)

责编:梅雪峰　　　核稿:吕俊超

电话:55569506　　传真:55569505　　邮箱:jswmzhxtc@163.com

报:中央文明办,首都文明委主任、副主任,市委、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
送:首都文明委委员,市委、市政府各部委办局,各总公司、高等院校,

市级群众团体。
发:各区委书记、区长、宣传部长,各区文明办,有关新闻单位。

—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