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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工程文化育工程人的实践探索 
“大工程文化育工程人”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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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工程文化是河北工程大学基于新时代工程教育实践和学校发展实际，凝练升华而成的

大学文化系统，其“十一大”脉系，在学校育人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供了精神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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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更加注重以文化人以文

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

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
[1]
。“育新人，

就是要坚持立德树人、以文化人”
[2]
。近年来，河北

工程大学以大工程文化
①
为引领，在全校范围内开展

大工程文化育工程人项目，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提供了强劲精神动力，为学校持续跨越发展营造

了良好文化氛围。 

一、特色党建文化育人 

特色党建文化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的党建文化，是大工程文化建

设的思想主导，体现了河北工程大学人（简称“河

工程人”）维护核心、不忘初心、凝聚人心的思想

自觉和行动自觉。学校搭建了以党支部活动创新

计划、党建项目培育计划、党建成果推广计划为

依托的党建文化建设平台，以党建大讲堂、甘丹

书院、紫山讲堂为依托的宣传教育平台，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全国

第一个“129 师”精神研究会为依托的理论研究平

台，将党建文化融入师生员工学习、工作和生活，

成为师生员工前行的“灯塔”。校党委 2015 年和

2017 年被评为河北省高校党建工作先进集体，学

校获批全省党建工作示范高校。2019 年，学校创

新性地与邯山区委区政府联合成立了新邯山“不

忘初心、凝聚人心”知行研究院，邯山区财政预

算每年列支 100 万元，双方就城市基层党建理论

研究和实践创新、推动区校高质量发展、党员干

部和企业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度合作。 

二、自强文化育人 

自强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精神的内

化与培养，体现着河工程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

争创一流的品格。学校将选树培育“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作为凝练自强文化的抓手，每年举办“自

强之星”先进事迹报告会、成长故事励志会、精神

内涵座谈会，全校 34000 余名大学生均参与其中。

2006 年以来，学校涌现出大批自立自强的先进典型，

其中 14 人获评“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2008 年以

来已连续 10年获此殊荣，这在全国高校也是不多见

的。《中国青年报》以《河北工程大学“自强之星”

引发“接力效应”》予以报道。根据摇着轮椅上北大、

入哈佛的郭晖老师和 2011 年度“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刘芳同学身残志坚、自立自强事迹原创的话剧

《无茧不蝶》，学校每年均在新生入学教育时演出，

学生反映强烈，此剧在第二届河北省会大学生戏剧

节上展演，受到广泛好评。 

三、民生文化育人 

民生文化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体

现，凝结着河工程人办学治校的初心和使命，激

发了广大师生员工支持学校发展、投身学校发展

的源源不断的动力。学校从文化建设入手，形成

了“民生优先、发展为要”的理念共识。近年来，

学校为教职工办了很多民生实事，学校在政策允

许范围内，“十二五”以来 10 次上调教职工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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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帮助 1300 余名教职工团购住房，并在邯郸市

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帮助教职工在新校区配套地

段定向团购住房。整体迁建新校区之后，校园环

境得以大幅优化，师生员工学习生活工作条件得

到大幅改善，自豪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提升，极

大地调动了师生员工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促

进了学校的快速发展。学校获评河北省文明单位、

创建全国文明校园先进学校。 

四、竞技体育文化育人 

竞技体育文化的核心是冠军精神，反映了河工

程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历史传统。

学校大学生在田径、男篮和健美操项目上的竞技水

平，在河北省和行业性高校中居于领先地位，在

2019 年 7 月 16 日结束的河北省第二十届大学生运

动会上，我校获田径男子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女

子甲组团体总分第一名，男子篮球丁组冠军，并有

2 名同学打破两项河北省大学生记录。我校多次代

表河北省参加全国大学生运动会，在全国大学生田

径锦标赛等国家级赛事中获冠军 30 余项。基于大

学生就业面向地矿农水等艰苦行业和基层一线为

主的状况，学校通过富有成效的竞技体育文化建

设，推动竞技体育与体育“第二课堂”互动互进，

成立悦动健身学校，将悦动健身课程引入到 34000

余名大学生的公共体育课教学。《中国教育报》以

《河北工程大学：借竞技体育带动体育教改》为题

予以报道。 

五、迁建文化育人 

迁建文化承载着河北工程大学接续奋斗的历

程，彰显出河工程人抢抓机遇、勇于担当、善作善

成的气魄和胸怀。2015 年，学校针对长期以来办学

地点非常分散、空间严重不足等发展瓶颈，广征意

见，充分论证，与邯郸市共同作出了整体迁建邯郸

东区的重大决策。新校区项目规划占地 4098 亩，规

划建筑面积 97.31 万平方米，其中一期 76.65 万平

方米，总投资概算 53 亿元。整体迁建项目列入省“十

三五”规划，省财政投入专项资金 11.67 亿元。为

新中国成立以来河北省高等教育史上政策和资金支

持力度最大的建设项目。此外，国家发改委专项资

金支持 1 亿元用于图书馆建设。项目启动以来，省

政府主要负责同志 7 次作出指示批示；5 位省领导

11 次到校现场指导和解决问题。邯郸市专门成立了

指挥部，市委书记担任政委，市长担任指挥长，协

调推进迁建工作。省委省政府和市委市政府的厚爱

给了我们无穷的力量，在时间非常紧迫、任务十分

繁重、手续异常繁杂、工程量特别巨大的情况下，

从一期工程正式开工建设到一期工程建筑全部封

顶，用了不到两年时间，打造出了“河北工程大学

速度”。目前，新校区一期工程已经建成投用，真正

实现了学校的“物理反应”，并正迅速产生良好的

“化学反应”，迸发出全校师生员工凝心聚力的磅

礴力量。 

六、古建筑文化育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

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
[2]
。古建筑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代工

匠精神的集中体现。学校在一名教师捐赠的 121 件

古建筑构件基础上，积极筹建古建筑艺术博物馆，

现已拥有古建筑构件 1360 件（套），其中有 10 余

件（套）藏品被国内知名专家组成的专家组认定为

达到国宝级水平，特别是北齐佛塔砖系列藏品经专

家组鉴定属国内首次发现，学术价值巨大。国家博

物馆、河北省文物局和清华大学、同济大学、天津

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高校的专家来校参观后均给

予高度评价，认为古建筑构件系列藏品在全国高校

博物馆中“极具特色，独一无二”。学校依托古建

筑文化研究力量，成功申报文物与博物馆学本科专

业，填补了学校历史学科空白，目前已招收三届近

200 名本科生。博物馆现已成为新生入学教育的重

要平台，建筑、土木、文博、艺术等专业的实习基

地，大学生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现场教学基地，年

均受教育大学生 1000 余名，提升了大学生的文化

自信和专业自信。 

七、学科专业文化育人 

学科专业文化是专业建设软实力及其核心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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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集中体现，凝结着河工程人对专业建设与发展

规律的深刻把握和持续增强专业发展能力的宝贵经

验。学校办学过程中形成的土木工程的善建者文化、

能源与环境工程的博知文化、地球科学与工程的地

质人文化、园林与生态工程的耕耘文化、生命科学

与食品工程的饮食文化，都在学科专业建设中发挥

潜移默化的作用。特别是近年来，针对我国煤矿事

故频发，煤炭行业安全形势严峻的状况，学校从煤

矿安全文化建设入手，建立了涵盖安全理念、安全

行为、安全视觉、安全听觉、安全环境在内的识别

系统，形成了一整套煤矿安全文化标准化管理体系，

出版了《煤矿安全文化建设导则》（煤炭工业出版

社），并在全国煤炭行业推广应用，为我国煤矿安全

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 

八、扶贫文化育人 

扶贫文化是新时代精准扶贫战略实施过程中形

成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综合，贯穿着愚公移山

的韧劲和拼劲，展现出河工程人攻坚克难、砥砺奋

进的担当精神。学校贯彻中央和省委部署，充分发

挥社会服务职能，坚持全员扶贫、全过程扶贫、文

化扶贫融合推进，打造“永远不走的工作队”。2012

年以来，学校共组建 12 支工作队，深入馆陶、涿州、

涉县、平山等地开展驻村帮扶工作。学校党委常委

会和书记专题会议 6 次现场办公，安排专项资金，

研究帮扶措施，派出专家团队，开展精准扶贫。现

对口的平山县营里乡五个帮扶村贫困人口由 415 户

984 人，减至 2 户 2 人。学校坚持扶贫先扶志、扶智，

组织师生到帮扶村开展文化文艺宣传活动和社会实

践活动，组织附属学校教师到帮扶村小学支教，丰

富了帮扶村文化生活，提升了留守儿童的文化素养。

学校获评省级先进驻村工作队 2 个，荣立三等功 1

人，获评省级优秀驻村第一书记 4 人，省级优秀驻

村工作队员 8 人。1 个扶贫项目（名称）获评教育部

全国省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典型项目，为河北

省高校唯一获评项目。 

九、节水文化育人 

节水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治水文化的

时代发展，体现了河工程人强烈的生态文明理念和

绿色发展的共识。2015 年，学校作为全国首所合

同节水管理试点高校，探索构建了合同节水管理的

市场化模式体系，积极打造并形成了以节水护水、

勤俭节约、爱护生态为核心的校园节水文化。学校

年均节水 139 万吨、节水率 45.9%、节约水费 549.5

万元，取得显著经济、社会和生态效益。实施 4 年

多来，持续开展节水宣传，据不完全统计，培养了

5 万余名大学生节水义务宣传员，带动 5 万多个家

庭、10 万多人投入到节水行动中。学校围绕节水

开展理论和技术研究，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国家重大水专项项目、全球环境基金项目等

10 余项，获发明专利、授权专利 23 项。“合同节

水管理”写入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和国家“十

三五”规划。党的十九大召开前，河北工程大学合

同节水管理成果亮相中宣部等部委主办的“砥砺奋

进的五年”大型成就展。2019 年 3 月，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水利部副部长魏山忠、

全国节水办主任许文海重点介绍了河北工程大学

合同节水管理的成功经验。国家机关事务管理局、

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水利部、教育部等部委，甘

肃、宁夏、广东等 20 余个水利厅局，以及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百余所高校，共计 4000

余人次到校参观指导，河北工程大学节水文化成果

走出校园，迈向全国。 

十、良师文化育人 

良师文化是支配教育活动中师生关系的核心教

育理念，体现了河工程人恪守师道、引领风尚的使

命担当。学校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每两年评选一批

校级教学名师、青年教学骨干，以优良师德促进学

生品德养成，引导师生见贤思齐、崇德尚善，培育

了一批有影响的“良师”典型。如，将一腔心血奉

献给祖国矿山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负责人

孙玉壮；三十四年拥军如一日的全国爱国拥军模范、

全国文明家庭主要成员高英；三十年坚持科技扶贫、

足迹遍布河北果树种植区的李保国式科教扶贫突出

贡献者、河北省最美教师陈敬谊，等等。《中国教育

报》《河北日报》多次报道这些校园典型的先进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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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的师德师风氛围，吸引了一批国内外高层次人

才到校工作。2019 年，在省委、省委组织部的大力

支持下，学校聘任练继建同志担任主持工作副校长，

实现了学校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零

的突破。 

十一、“隔辈亲”文化育人 

“隔辈亲”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理念，

蕴含着河工程人关心关爱下一代的真挚情感和质朴

情怀，传承了尊老爱幼的优良传统，增进了大学生

爱老敬老理念，塑造了新时代的校园孝道文化。学

校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发挥“隔辈育人”作用，

老教师、老干部常年坚持开展党的创新理论宣讲，

深入课堂、宿舍与大学生面对面谈心交心，年均 3000

余名大学生从中受益。同时坚持以老带新上好示范

课，精心指导青年教师成长，实现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的多向发力、优势互补。大学生也纷纷在生活

上、精神上给予关工委老同志贴心的慰问照料。学

校先后获评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全国教

育系统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 

大学文化是高校的精髓和灵魂，是高校生存、

发展的根基与血脉
[3]
。自 2003 年原四所驻邯高校

合并组建河北工程大学以来，学校大工程文化建

设从弱到强、从小到大，十余万师生参与其中、

创造其中、乐享其中，成为全体河工程人团结奋

进、锐意进取的动力和源泉，为学校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做出了重要贡献，推动了思想政治工作创

新，为高校特别是工程类高校思想政治工作提供

了借鉴与参考。 

（本文系教育部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精品项目、

2017 年度河北工程大学教育教学研究项目重大项目

“以大工程文化育工程人”研究成果，执笔人：哈

明虎、刘胜、侯居茌、李怀、王彦林） 

注释： 

① 大工程文化是河北工程大学基于新时代工程教育实践

和学校发展实际，凝练升华而成的大学文化系统，其

概念始见于《社会科学论坛》（2018 年第 5 期）《文化

引领 特色引擎 服务引导——河北工程大学持续跨越

发展的探索与实践》（哈明虎）一文，此后理论研究和

实践探索的基础上，形成了以特色党建文化为引领，

以“崇德尚善、精工铸新”为核心，以“十一大”文

化脉系为支撑的文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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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grand engineering culture for education at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Research group of grand engineering culture for education 

(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Handan 056038, China ) 

Abstract: The grand engineering culture is the university cultural system of Hebei University of Engineering based 

on the engineering education practice and the actual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n the new ear, the eleven 

branches of which hav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university education practice and provided a spiritual 

impetus for fostering virtue through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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