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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读懂中国”活动收效显著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充分发挥“五老”

亲历者、见证者、实践者的优势，向广大青年学生讲好党的二

十大提出的对党和人民事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的三件大事，教育激励广大青年学生在新征程上立志，做有理

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新时代好青年。根据《教育部

关工委关于开展 2023 年“读懂中国”活动的通知》（教关委函

[2023]3号）精神，我校关工委在学校党委的直接领导下，积极

开展了“老少共话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程”为主题的“读懂

中国”活动，收效显著。 

一、校党委高度重视，关工委认真实施。 

我校关工委接到《教育部关工委关于开展 2023年“读懂中

国”活动的通知》（教关委函〔2023〕3 号）文件，及时向学校

党委进行了汇报。学校党委十分重视，指示校关工委组织学习、

落实文件要求，尽快制定出我校活动方案并组织实施。校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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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经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协商、研讨，2023 年 3 月 3 日发布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关工委关于开展 2023 年“读懂中国”

活动的通知》和《中国地质大学（武汉）2023 年“读懂中国”

活动方案》。 

我校“老少共话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程”为主题的 2023

年“读懂中国”活动由校关工委主办，各二级关工委承办，校

党委宣传部、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委等单

位协办。校关工委负责组织协调、沟通联络、整理信息、组织

评审、按时上报、总结推广； 各二级关工委结合学院实际，负

责制订出具体项目实施方案，组建“读懂中国”作品创作小组，

确定指导老师和主创学生成员，严格从政治、文学、艺术、技

术等方面进行质量把关，督促学生按要求、按时间节点完成采

访以及作品创作任务，充分利用这次活动的契机，对学院的学

生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充分利用这次活动的契机，对学院的学

生进行“立志做新时代好青年”的教育，扩大受益面；党委宣

传部会同党委学生工作部、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团委等单位，

关注、支持、宣传“读懂中国”活动，协助组织作品评选、推

荐工作。 

二、组织创作辅导，提高作品质量。 

校关工委为了更好的开展“老少共话二十大，踔厉奋发新

征程”为主题的“读懂中国”活动，创作出高质量的文化作品，

积极组织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对接各作品创作组进行指导，提出

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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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二级关工委组织青年学生与确定访谈“五老”进行深入

交流，挖掘、整理、展现他们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感人事迹

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奋进新征程的重托和建议，按照

活动作品要求进行创作，并在学院内组织初评、展示，确定合

格作品，上报校关工委。 

校关工委于 2023 年 9 月 17 日召开“读懂中国”活动作品

评审会，评委们对报送作品进行认真审核，力求贯彻落实党的

二十大精神，突出“老少共话二十大，踔厉奋发新征程”这一

主题，把好政治关、文字关，提升报送作品质量和水平，有效

促进成果运用，展现活动“以史为本，言传身教”“老少结对，

双向互动”的特点。 

三、努力扩大影响面，注重教育增实效。 

各项目组师生以高昂的热情和严肃的态度积极投入到“读

懂中国”活动之中。他们聚焦主题，充分利用本校的优势资源，

在有影响力的本院“五老”和“杰出老校友”中认真确定采访

对象；他们认真准备采访内容，注重发现“最伟大的小事、最

平凡的奇迹、最日常的奋斗和最具体的全面”，突出时代精神和

创新精神；他们深入交流、挖掘、整理“五老”在党的百年奋

斗历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脱贫攻坚和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中的感人事迹和人生体验，以及对青年学生奋进新征程的

重托和建议，记录自己在活动过程中的收获和体会；他们采取

广大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争取最好的教育效果表达，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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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创作高质量的文化作品。 

各二级关工委充分认识“读懂中国”活动的意义，将“读

懂中国”活动作为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有力举措和开展

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抓手，主动融入“时代新人铸魂工

程”、“‘大思政课’建设工程”，纳入学校思政工作体系，积极

探索将“结对访谈”转化为思政“大课堂”的有效路径。各学

院党委更是抓住“读懂中国”活动的时机，组织各种党建、团

建活动，请“五老”进行主题讲座；组织征文比赛；组织学生

参与视频创作。通过组织现场访谈、举办优秀成果展、开辟专

题专栏、利用公众号等方式和媒体，加大优秀作品宣传推广力

度，积极拓展优秀作品在“四史”教育、思政教育、“课程思政”

中的使用途径，切实增强活动的传播力、影响力和育人实效。     

这次“读懂中国”活动，校关工委共收到征文作品 10 篇、

微视频作品 5个，采访“五老”12 人，受益学生约 12000 人。 

经校“读懂中国”作品评审组评审，向教育部关工委推荐

征文作品 3篇、微视频作品 3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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