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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工商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千万工程”经验
和“浦江经验”

“千万工程”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时亲自谋划、亲

自部署、亲自推动的一项重大决策，实施 20 年来，造就了浙江

万千美丽乡村，造福了万千农民群众，成效显著、影响深远；

“浦江经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亲自倡导并带头

下访接访群众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示范带动真下真访民情、

实心实意办事，是改善干群关系、加强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

在“八八战略”实施 20 周年、“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和“浦

江经验”20 周年的重要时点，习近平总书记对“千万工程”和

“浦江经验”作出重要批示，充分彰显了人民领袖的为民情怀。

近日，浙江工商大学各级党组织深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千万工程”和“浦江经验”重要批示精神，从坚定捍

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领悟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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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总书记对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城乡融合发展和做好人民信

访工作的高度重视、指引指导，进一步增强感恩奋进、实干争

先的决心信心，切实增强坚持和深化新时代“千万工程”、深

入运用和践行“浦江经验”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持续擦亮“千万工程”金名片，不断彰显“浦江经验”的时代

价值。

聚焦“千万工程”，赋能乡村振兴

旅游与城乡规划学院党委聚焦“组织形态”“共建内容”

“价值引领”三大创新篇章，通过理论联学、人才联育、文化

联建、组织共建、资源共享、发展共赢等“三联三共”六大举

措，推进校地产学研合作，以高质量党建助推“千万工程”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学院教师在龙游县龙洲街道牵头设立“现

代社区博士创新站”，协助当地开展官谭村实用型村庄规划，

保护和开发利用江席堰世界文化遗产提案，申报城乡社区治理

和服务改革创新、实践实验区等。学院发挥省旅游业“微改造、

精提升”专家指导单位优势，选派党员教师 15 人次开展学术报

告、专业咨询和人员培训。与磐安县仁川镇、磐安县烟草专卖

局、天山村签订“政校企村共富工坊”实践（劳动）教育基地

合作协议。成立“旅说共富”实践团，以项目入课堂，380 余名

学生组成 87 支实践小分队，驻扎 20 多个乡村一线，解决同质

化发展痛点。与党建联建单位浙建集团工程设计总院（总承包

公司）党委开展“校企携手进梅湾、共话梅湾助共富”党建合

作项目，赴云和县梅湾村就乡村振兴实践基地项目进行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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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设计学院党委坚持强化政治功能、深化需求导向、贯

通育人链条工作思路，依托专业优势，将学习贯彻“千万工程”

融入科学研究、教学实践、思政教育。以课题研究为载体，破

解乡村振兴难题，协同校友主持 6 项省级以上课题（含 2 项国

家级课题），建立 3 项省级乡建标准。学院教师主持国家级项

目《艺术乡村促共富“一乡一品”经营管理高级人才培养》，

为乡村品牌建设持续输送艺术管理人才。学院探索艺术赋能乡

村振兴模式，与地方政府密切合作，与安吉余村协同设计“美

丽乡村”样板工程，打造唯一乡村“未来社区”建设点，获光

明日报、学习强国等媒体报道。与多所高校发起成立“长三角

美育协同体”，联合打造“美丽乡建”服务项目。在泰顺县六

镇建立实习实践基地，成立泰顺县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基

地；与嘉兴 5 市县共同创建区域公共品牌形象及发展战略；在

杭州三墩镇、绕城村等创建基地，开启“云菜地”实践助农新

模式，惠及全国 2000 多个村庄，带动就业 40 余万人。

资产经营公司党总支深刻感悟“千万工程”，扎实推进美

丽乡村建设。出版社党支部出版的《木上江南》《茶知道》《宋

韵文化创意》《诗词里的宋韵》《绮丽之物 宋代织绣》5 种图

书入选《2023 年农家书屋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出版的《小

康江南——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纪实》全面、真实、艺

术地呈现了浙江省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历史进程，叙写全省

广大党员干部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励精图治、齐心

协力、不怕困难、一心为民的生动故事。长期坚持助力金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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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城区特色农业资源研究开发工作，依托当地农业农村特色资

源开发出的特色农副产品，推动了当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

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党委开展“走访‘千万工程’，见证

‘浙’里发展”研学实践活动，外国语学院党委组建青行社会

实践团赴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开展调研活动，通过结合专业

特色探索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案例。管理工程与电子商务学院

（跨境电商学院）党委师生赴传化集团实地参观，学习传话集

团贯彻落实 2021 年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批示精神，参与脱贫攻

坚、助力乡村振兴的特色实践，主动认知乡村、贡献专业所长。

杭州商学院党委与桐庐县合村乡举行校地企合作交流洽谈会，

探讨整合优势资源提升乡镇服务品质、助力乡村振兴。

传承“浦江经验”，保障师生权益

机关党委各党支部在主题教育中，立足本职，积极学思践

悟“浦江经验”。宣传部、统战部党支部结合当前媒体融合改

革正面临回应格局之变、话语之变的挑战，着眼提升宣传思想

工作者脚力、眼力、脑力、笔力，以“浦江经验”作为强有力

的方法指南，长期下沉师生一线，真正找准师生需求，并真正

帮助师生解难题、见收获。教务处党支部在主题教育期间，坚

持“下访接访”制，层层落实教学工作，组织开展期中教学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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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工作，并分类分层召开教学院长、任课教师、教学秘书、学

生群体教学座谈会，对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进行深入摸排和了解，

对师生反馈的问题逐一回应。公共事务管理处党支部和保卫处

党支部针对师生近期不断反映的学校周边流动摊贩占道无证经

营现象，联合后勤服务中心、钱塘区城管局组成专项整治小组，

开展巡查整治和教育劝返工作，护航亚运守护平安。

统计与数学学院党委围绕卓越党建引领学院事业高质量发

展研究、经管类高校本硕博贯通培养机制研究等 4 个课题开展

调研 8 次，通过开座谈、问需求、话心声，着力打通学院办学

发展中的堵点淤点、化解矛盾隐患风险。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党委开展“书记有约”“院长有约”座谈会，以深化调查研究

推动解决好广大师生关注的“身边事”。法学院（知识产权学

院）党委走访宁波余姚四家企业，落实教育部访企拓岗促就业

专项行动的工作要求，进一步推进校企深度合作，为毕业生就

业解难解困。离退休党委传承弘扬“浦江经验”，组织开展 “双

线送学”关爱老党员行动。线下，在职党员在走访慰问片区内

老党员时，送主题教育学习资料到家；线上，离退休党委开通

微信公众号，设主题教育专栏推出学理论 6 期，方便老党员在

家学习。后勤服务中心党总支在以二级学院为单位开展专题调

研的基础上，组织开展“后勤听你说”活动，面对面倾听诉求、

答疑解难，切实提高后勤服务能力和品质，提升师生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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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为高标准高质量深入推进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及时展示学校各级党组织扎实开展主

题教育的最新动态，总结推广学校各级党组织在主题教育期间

的特色做法、典型经验，学校将定期编发《主题教育工作简报》。

请各二级党组织及时将主题教育动态信息和经验做法报送至学

校主题教育宣传信息组邮箱：xcb_ztjy@zjsu.edu.cn。

联系人：陈闯

联系电话：0571-28877084

编 辑：厉蓉、陈闯、杨梦杉 核 稿：丁一志

送：浙江工商大学主题教育领导小组组长、副组长、成员

发：浙江工商大学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专班、各二级党组织

通讯地址：浙江工商大学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宣传信息组

办公地址：浙江工商大学下沙校区综合大楼 1008 室

联系电话：0571-28877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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