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漳州理工职业学院通识学院党支部积极

探索职业教育特色的思政育人路径，创新构

建“砺体铸魂”体育思政育人模式。该模式以

“磨砺体魄、锤炼意志，培根铸魂、立德树人”

为核心，针对高职学生存在的体育锻炼意识

薄弱、传统思政教育实效性不足等问题，将体

育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

在具体实践中，学院以党建为引领，成立

“体育思政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党员教练先

锋队”，制定实施方案与考核办法，为育人模

式提供组织和制度保障。通过创新教学模式，

在课程中融入思政元素；打造“红色体育文化

节”等特色赛事活动，深化思政教育；加强体

育社团建设，发挥党员示范作用；营造浓厚体

育文化氛围，全方位推进育人工作。同时，构

建三维评价体系，实现科学考核，评价结果与

评优评先、就业推荐挂钩。

该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实现了多维度融

合。一是党建与体育思政的深度融合，通过党

支部统筹规划、党员示范带动，将思政教育贯

穿体育教学、训练和竞赛全过程；二是体育与

专业、思政课程的有机融合，结合专业特点设

计特色体育项目，在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

时培育职业素养；三是构建了“学校 + 企业 +

社区”协同育人机制，整合多方资源，为学生

提供广阔实践平台，实现从校内到校外的多

元赋能，有效提升了学生综合素质，增强了思

政工作实效性，为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创新提

供了新思路。

在 2024年国家卫健委公布儿童肥胖率突

破 20%的背景下，小学食育成为解决饮食健康

危机的重要手段。本文基于行为心理学理论，构

建“认知———实践———文化”三维模型，通过课

程创新、家校协同、环境重构三大路径，探索培

养儿童健康饮食习惯的策略，为健康中国战略

提供教育方案。

一、小学食育的时代价值重构

（一）生理发展的奠基工程。《中国居民营养

与慢性病状况报告 2023》显示，6-12岁儿童日

均钙摄入量仅达标准值 63%，缺铁性贫血患病

率高达 15.6%。锌、维生素 B族等营养素缺乏直

接影响儿童脑发育与认知功能。科学的食育课

程可使学生膳食均衡率提升 42%，对儿童生理

发展意义重大。

（二）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中华传统饮食

文化蕴含“五谷为养”“饮食有节”等智慧，通

过食育传承这些理念，有助于增强学生文化

认同感。

二、当前食育实施困境解析

（一）认知体系的结构性缺失。调查显示，

73%的教师缺乏系统营养知识，58%的家长存

在“高蛋白 =高营养”误区。小学生对“隐性糖”

认知正确率仅 21%，对反式脂肪酸危害认知度

不足 15%，导致“营养过剩”与“营养不良”并存。

（二）课程实施的形式化倾向。现有食育内

容分散于多学科，缺乏系统性。广州某小学食育

课 83%为理论讲解，实践环节仅占 17%，难以实

现行为转化。

三、系统化食育实施路径构建

（一）认知重构：开发多维课程体系。学科融

合课程：科学课解析食物营养成分，语文课诵读

饮食文化经典，美术课设计健康食谱手抄报，实

现食育多学科渗透。

主题实践课程：大洼中心小学推行“21天习

惯养成计划”，引导学生记录饮食日记；依托劳

动实践基地，让学生体验种植到烹饪全过程，塑

造饮食行为习惯。

（二）行为干预：构建家校协同机制。发放

《家庭食育手册》指导膳食搭配，推行“三个一”

工程（每日一句营养口号、每周一次家庭食谱讨

论、每月一次厨房实践）。学校建立“食育银行”

积分制度，将光盘行动、营养知识竞赛纳入评价

体系。

（三）文化浸润：营造健康饮食生态。环境育

人：大洼中心小学打造种植区、食堂食育海报

墙、班级黑板报等，让学生在校园环境中感受食

育文化。

榜样示范：教师以身作则践行“光盘行动”，

学校定期评选“食育小标兵”，发挥榜样带动作

用，形成良好食育风气。

四、实践成效与模式创新

大洼中心小学实施食育后，学生挑食浪费

现象显著减少，超 90%学生做到“光盘”，蔬果接

受度提高；营养知识知晓率从不足 50%提升至

85%以上。

模式创新方面，学校开创体验式学习，通过

校内种植园让学生亲历食物生长；推进课程融

合，将食育融入多学科教学，实现全方位渗透。

五、未来发展建议

教学上，利用短视频、微课堂等新媒体传播饮食

知识，开展美食制作、食材辨认等实践活动；学

校管理上，完善食堂膳食搭配，建立科学食育评

价机制；同时强化家校社协同，共同营造良好饮

食环境。

结语

小学食育赋予儿童选择健康生活的能力。

当营养知识转化为日常饮食选择，种植体验升

华为食物敬畏，才能实现从“吃饱”到“吃好”的

跨越，筑牢民族健康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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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阶段实施食育意义重大。本文从营养

认知、习惯养成、文化传承和品德塑造等维度，

剖析小学食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影响，强调其

在筑牢孩子健康成长根基中的关键作用，为小

学食育发展提供参考。

一、引言

小学时期是孩子身体发育与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期。食育融合饮食知识、技能、文化与品德

教育，在孩子成长中不可或缺。通过食育，孩子

能了解食物与健康的关系，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传承饮食文化，培养责任感与合作精神，全方位

筑牢健康成长根基。

. 二、小学食育对孩子健康成长的重要性

（一）促进营养知识认知，保障身体健康发

育。食育以课堂讲解、参观农场等生动方式，帮

助孩子认识食物营养价值。让孩子明白蔬菜富

含维生素与膳食纤维，肉类、蛋类是蛋白质的重

要来源。这种认知能引导孩子合理饮食，避免挑

食，为身体发育提供均衡营养。

（二）助力良好饮食习惯养成，奠定一生健

康基础。小学食育注重培养按时进餐、细嚼慢

咽、文明就餐等习惯。长期坚持，这些习惯会内

化为孩子的日常行为，伴随一生，为健康生活奠

定基础。

（三）传承饮食文化，增强文化认同感与民

族自豪感。食育是传承饮食文化的重要途径。通

过学习春节包饺子、端午包粽子等传统美食制

作，孩子能了解背后的历史民俗与文化内涵，感

受本土饮食文化魅力，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与

自豪感。

（四）培养品德与生活技能，促进全面发展。

食育实践中，孩子参与农作物种植、食物制作，

体验劳动艰辛，从而懂得珍惜食物，培养勤俭节

约的品德，同时提升生活技能，促进全面发展。

三、当前小学食育存在的问题

（一）重视程度不足，课程体系不完善。部分

学校和家长对食育不够重视，未将其纳入正式

课程体系，导致食育难以系统开展。

（二）师资力量薄弱，专业素养有待提高。食

育涉及多领域知识，需专业师资。但当前小学教

师大多缺乏食育专业背景，教学时难以深入开

展实践教学，影响食育效果。

（三）教育资源有限，实践活动开展困难。小

学食育实施需丰富资源，如食育教室、烹饪设备

等。然而，许多学校因资金短缺，设施配备不足，

也缺乏专业教材和教具，使食育教学多停留在

理论层面。

四、推进小学食育的策略

（一）加强重视，构建科学完善的食育课程

体系。大洼中心小学应提高对食育的重视，制定

工作计划，明确食育目标与地位。将食育纳入正

式课程，依据学生特点选用教材，制定详细教学

计划。

（二）强化师资培训，提升教师食育专业素

养。学校需建立健全食育师资培训体系，定期组

织教师参加专业培训，鼓励教师开展教学研究，

提升食育教学能力。

（三）整合资源，拓展食育实践渠道。学校要

加大食育资源投入，建设食育教室，配备烹饪设

备，开辟校园种植园。同时，积极与校外农场、企

业、博物馆合作，建立实践基地。利用网络开发

线上课程，为学生提供丰富学习资源，让食育融

入生活。

五、结论

小学食育在孩子营养认知、习惯养成、文化

传承和品德培养等方面作用不可替代。让孩子

接受系统食育，养成健康习惯，传承优秀饮食文

化，是教育工作者和全社会的责任与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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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脚步
湖北省钟祥市柴湖一中九（3）班 吴欣悦

清晨推开窗，湿润的空气中飘着青草香。

楼下的樱花树一夜之间绽开了云霞，粉白的

花瓣像春姑娘撒落的信笺，告诉人们冬日的

沉寂已悄然退场。

柳枝垂落金线般的嫩芽，在微风里轻轻

摇晃着鹅黄发梢。麻雀在香樟树上蹦跳，啄食

去年残留的浆果，啁啾声应和着教室里传来

的读书声。操场边的蒲公英撑开毛茸茸的小

伞，仿佛随时准备搭乘春风去远方旅行。

放学的孩子们追逐着纸鸢，风筝在湛蓝

的天空画出一道道彩虹。我弯腰拾起一片新

抽的银杏叶，叶脉里流淌着翡翠般的光泽，这

是春天留下的指纹，温柔地印在每一寸苏醒

的土地上。 （辅导老师：高洁）

夏之韵
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第二初级中学

七（1）班 李昕哲
蝉鸣撕开暑气时，夏天便泼洒着阳光来

了。柏油路蒸腾起热浪，梧桐叶蜷成翡翠小

船，连风掠过时都带着绵密的草木香。

正午的蝉声里，老冰棍的甜沁人心脾。巷

口阿婆摇的蒲扇下，竹椅吱呀着古老的歌谣。

最欢喜是暴雨突至，雨点砸在水泥地绽开透

明花，空气中浮动着泥土苏醒的气息。

待到暮色浸透云霞，广场便跃动着少年

的剪影。滑板轮碾过落日余晖，羽毛球划出的

弧线惊起归巢的雀。晚风捎来荷香时，总爱倚

着阳台数星星，看月光在晾衣绳上荡秋千。

这般热烈的盛夏啊，连蝉蜕都藏着金色

的童话。 （辅导老师：李韩英）

梨花之美
湖北省沙洋县长林中学七（5）班 杨兴龙

春日暖阳下，梨花悄然绽放，宛如一片片

洁白的云朵飘落在枝头。走进梨园，仿佛踏入

了一个纯净无瑕的世界。

梨花的花瓣轻薄透明，洁白如雪，它们簇

拥在一起，层层叠叠，形成了一片片美丽的花

海。微风拂过，花瓣轻轻摇曳，散发出淡淡的

清香，让人心旷神怡。

梨树的枝干挺拔有力，与洁白的花朵相

映成趣，构成了一幅美丽的画卷。阳光透过花

瓣，洒在地上，形成斑驳的光影，更添了几分

诗意。

梨花不仅美丽动人，更象征着纯洁和高

雅。它不与群芳争艳，独自在春风中绽放，展

现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

站在梨园之中，我深深被梨花的美所吸

引。愿这份纯洁与高雅，能永远留在心间，激

励我们追求更美好的生活。

（辅导教师：廖小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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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砺体铸魂”育新人

重游烟台山赋
聊摄溽暑天，烟台雨微澜。
海岸美如画，岛屿有无间。
极目大化中，山海城港连。
红楼青舍在，参差隐约观。
拾阶缓缓上，旧梦今又圆。
忆昔廿年前，欲渡渤海湾。
舳舻尚停泊，先登烟台山。
堪为惊鸿见，靓影驻心间。
一草一木地，恍恍若从前。
人间有代谢，重游意万千。
烽火高台在，千里故友观。
石阶印鞋痕，亭榭绽笑颜。
市名由来处，烽火烟台山。
继光驻兵迹，峥嵘岁月观。
京剧旧物列，冰心纪念馆。
物华天宝地，文脉古今传。

沧桑近代史，曾为通商岸。
列强旧馆在，石碑寓千言。

彼时屈辱史，抚膺犹未甘。

近代建筑群，万国世所罕。

外廊古典式，中西合璧全。

青山依旧在，沧桑立无言。

灯塔俯瞰处，骋怀寓目观。

黄渤浮日月，乘桴挂云帆。

海天若一色，仙阙降人间。

天命心犹壮，登高忆先贤。

身至瑶台苑，心连寰宇宽。

国泰民生愿，四海共安澜。

幸为盛世人，从容神州观。

徜徉流连意，陶醉图画间。
相看两不厌，灵犀烟台山。

赞曰：
人杰地灵地，伟哉烟台山。

草木葱茏处，馆舍隐约间。
白塔云端在，黄渤天际连。
一部沧桑史，登临越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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畅游养马岛感赋
烟台有大美，养马海岛行。
三滩千般秀，青碧万象生。
秦皇巡行地，至今沐雄风。
徜徉天马场，浓浓秦王情。

篆书神骏事，御马有传承。

仰观奔腾姿，天空犹驰骋。

秦皇雕塑处，虔敬做留影。

千年硝烟净，此地增美景。

东方夏威夷，遐迩传嘉声。

我亦慕名至，千里逢迎中。
云树隐轩甍，溽暑此间静。
地图摩挲久，猷谋深度程。
自诩戴宗腿，奈何远路程。
唤取专车事，环岛仙境行。

姓贾人不假，好客暖意程。
千年缘邂逅，谢君如海情。

树木葱茏翠，百草丰茂生。

穿游到獐岛，难信有此景。

礁石仙人撒，白鸥天际鸣。

浪拍银沙滩，海天一色同。

快艇凭御风，银铃伴靓影。

曾游九丈崖，此景当伯仲。

天湛海蓝明，凛凛秦崖风。

云涛烟岛浮，始信有蓬瀛。

驰骋神骏雕，犹作沙场鸣。

苍狗白云移，秦皇秦朝风。

泱泱大国魄，神州真英雄。

七骏作屏风，笑意穿时空。

秦时明月在，胜地慷慨行。

海岛日记地，打卡实网红。

纯白民居里，临海梦幻景。

理想拍照地，神韵不虚行。
人生百味事，此地付真情。

莲花夕照处，金色光影中。
凭风思绪飞，心向大洋涌。
渔舟唱晚时，万象图画中。
人生大写意，俯仰挥洒行。
古今多少事，沧桑夕阳红。

赞曰：
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养马仙岛，秦时雄风。
传奇神往，胜地嘉名。
人事代谢，我辈荣登。
视接千里，古今共情。
神州雄魂，华夏复兴。

甲辰年季夏李明蔚恭撰

烟台行作品介绍：
中国辞赋文化源远流长，

两千多年来一直散发着浓浓

的艺术芳香。中国历代的辞赋

作品浩如烟海，且不乏精品。

我浸润辞赋王国已久，深知其
中蕴含着无穷的宝藏。欣赏之

余，领悟其奥妙，且有所尝试。
今年夏天，畅游烟台，惊叹于
其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徜徉
于旖旎的风景中，心旷神怡，
思如泉涌。下面的两篇辞赋作
品记载了我当时的心路历程。
第一篇《重游烟台山赋》：二十
年前，在跨越渤海湾到大连之
前，我先到烟台山游览。虽是
匆匆一瞥，却留下深刻印象。
那山，那草木，那万国建筑，真
是惊鸿初见，惊艳了世界。此
次旧地重游，烟台山变得更美
了，旅游设施也更加人性化。
那古老的建筑，那掩映的画
径，如同老友重逢，令人欣喜。
这里既有戚继光驻兵抗倭的
荣光，也有被迫通商的屈辱，
好似浓缩的历史话本。登临此
地，家国情怀油然而生。欣赏
盛世美景，不忘沧桑过去，憧
憬美好未来。

齐鲁有哲人，嘉名高令印。垂髫负笈去，庠
序薪火承。深耕鹭岛府，泮宫播才名。杏坛传大
道，稷下市门庭。中西菁英融，朱学佛禅宗。振铎
海内外，天下遍门生。德艺双馨至，儒雅贤者风。

少小离家久，青衿秉齐鲁之质，四海翔鲲
鹏。通籍五十年，未尝忘运河帆影，桑梓未了情。
承嵩阳之规制，罄藏书而育英。门纳东溟，继白
鹿之典型。古漕运河岸，耕读胜地声。诗书传家
训，浓浓国学风。存文明之慧根，启乡野之性灵。
实乃千秋业，不惟当代功。

书院溯源久，千年瓜瓞盛。笃实诗书意，遥
承孔孟风。芸阁藏经史，芸窗聚俊英。道德文章
继，精神风骨承。飞甍接云汉，素壁耀奎星。应天
岳麓屹，嵩阳鹅湖声。程朱焕神彩，濂溪发性灵。
彼时之雅韵，千载而摇情。

欣逄景运，华夏复兴。崇文弘道，书香盈
城。国学根基，赓续文明。务农重稷，乡村振兴。
礼陶乐淑，人杰地灵。令印先生，冰玉衷肠，赤
子丹诚。儒林耆宿，心系乡情。解佩兴庠，所藏
毕生。非为显誉，实秉初衷。祖宅地建，庀料鸠
工。斗拱飞檐，宏开雅颂。德润乡邦，醒世达明。
倾心布道，启蒙神清。木铎扬声,经世致用。泮宫
氤氲，陶铸精英。人文璀璨，学风昌明。家国情
怀，于斯为盛。学如瀚海，德昭日星。山高水长，
先生之风。

赞曰：
运河汤汤岱岳雄，张秋史塘毓秀灵。
海国腾芳鹭门道，令印书院弦歌声。
解佩筑序耄耋愿，倾箧立庠桑梓情。
青衿济济考亭志，弦诵琅琅退溪衷。
明体达用承慧脉，文运昌隆弘国风。
问道未必岳麓院，文化乡村文明行。

甲辰年仲夏李明蔚恭撰

作者简介：
李明蔚，男，山东聊城东昌府区人，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山东省东昌水韵文院副会长，山东
省楹联协会会员，聊城市诗人协会会员，聊城大
学校园文艺与文化研究会会长。聊城大学教育
科学学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本人积极参

加文学创作，在各级媒体上发表诗词赋文多篇
（首）。出版两部诗集（含一部诗词合集）。作品
入选《当代中国诗词精选》《君子之文：聊城大
学精品文学创作集》等作品集。在香港《广角
镜》杂志发表一篇辞赋作品。《科学导报》刊发
作者作品专版《诗词不写一句空———李明蔚诗
赋作品清赏》。除纸媒外，还在中国作家网、齐
鲁文学、山石榴、鲁西诗人等文学平台发表作
品多篇（首）。作品入驻中国文艺名家展览馆。
因为文学创作取得一定成绩，接受过 GJTV国
际网络电视台、聊城电视台、聊城大学电视台的
专访。《中华英才》杂志 2020年第 24期刊发著
名作家张富英先生文章《明月韵风总关情》，对
作者诗歌集《水韵雅风：月是故乡明》做了赏析
评论。

塑造良好饮食习惯的关键路径
阴 河南淇县桥盟街道办事处大洼中心小学 杨媛媛 侯佳林

.为孩子健康成长筑牢根基
.阴 河南淇县桥盟街道办事处大洼中心小学 付宝玲 张现鹏

在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下，民航央企作

为国家重要战略力量，肩负着保障航空安全和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使命。党支部作为党

的基础组织，其组织生活质量直接关系到企业

发展的政治保障和核心竞争力。当前，民航系统

在落实“三会一课”制度过程中仍面临形式化倾

向、实效性不足等现实困境，亟需探索创新路

径，提升制度效能，使其真正成为强化党建引

领、破解发展难题、凝聚奋进力量的核心阵地。

一、“三会一课”提质增效的时代价值
1.筑牢政治建设“生命线”的核心载体。民航

业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是国家安全和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正加快从民航大

国向民航强国迈进，行业政治建设面临新的更

高要求。党支部作为基层战斗堡垒，必须通过高

质量的“三会一课”强化政治引领，确保民航队

伍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

高度一致。特别是在保障航空安全、应对突发事

件、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等关键领域，更需要通过

“三会一课”强化政治意识，切实守好“空中门

户”。

2.破解党建业务“两张皮”的有效途径。“三

会一课”是基层党支部开展党内活动的重要组

织形式，是推进党建工作与业务工作融合的重

要抓手。高质量的“三会一课”能够搭建理论联

系实际的桥梁，通过聚焦安全主业、运行效能、

队伍建设等痛点难点，使“三会一课”成为解决

实际难题、优化管理机制、提升服务品质的重要

载体，切实将党的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治理效

能，为民航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政治保证。

3.铸就民航安全“压舱石”的实践平台。民

航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政治坚定、作风过硬、

能力突出的党员队伍。高质量的“三会一课”不

仅是思想教育的阵地，更是锤炼党性、提升本领

的实践平台。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学习、案例研讨

和实践锻炼，引导党员在安全生产、技术创新、

应急处突等关键环节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确保

民航队伍在复杂形势下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自

觉和职业素养，为民航持续安全发展提供坚实

的人才支撑。

二、“三会一课”实践落地的瓶颈制约
1.形式主义问题突出。个别基层党支部存在

“为开会而开会”的现象，组织生活流于表面化、

程式化。在党性教育方面，“三会一课”内容与民

航安全运行、航班正常性提升、服务质量改进等

核心业务需求结合不紧密，缺乏针对性和层次

性，学习成效未能有效转化为推动工作的具体

实践。

2.考核机制不够科学。大多数基层党组织

对“三会一课”的考核仍以“次数达标”、“记录

完整”等硬性指标为主，缺乏对学习成效、问题

解决、能力提升等软性指标的动态评估。特别

是在民航安全领域，未能将“三会一课”成效与

安全绩效、风险管控等核心业务指标挂钩，激励

约束机制不健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不充分。

3.创新不足影响实效。个别基层党支部在

“三会一课”的组织策划和内容安排上创新力度

不够，未能充分结合行业特点开展情景教学、案

例研讨，与新时代民航党员队伍建设要求存在

差距。在互动形式上，缺少结合航班延误处置、

特情处置推演等业务场景的沉浸式实训，特别

是在智慧民航建设背景下，对 VR/AR技术、数

字孪生等新手段应用不足，党员参与积极性不

高。

三、“三会一课”质效提升的路径探索
1.突出需求导向，优化教育内容针对性。紧

密结合党员思想实际和工作需求，建立“菜单

式”学习内容供给机制。区分不同领域、不同岗

位党员特点，将党的创新理论融入安全运行、服

务提升等核心业务场景，重点解决“三基”建设、

风险管控、应急处置等一线难点问题，确保学习

内容既符合政治要求又契合运行实际。

2.创新形式载体，增强组织生活吸引力。积

极运用“互联网 +”思维，打造线上线下融合的

学习平台。推行“情景模拟”、“案例教学”、“互动

研讨”等新型组织生活方式，探索“微党课”、“主

题党日 +”等创新形式，利用机场、运控中心等

生产场所和红色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教学，提

升“三会一课”感染力。

3.完善考核机制，构建科学评价体系。结合

民航安全运行指标和党建工作要求，建立“基础

规范 +创新成效”双维度考核体系，将“三会一

课”出勤率、参与度、问题解决率等量化指标纳

入基层党组织考核指标，与安全生产奖惩、干部

晋升任用、党组织评优评先联动挂钩。同时，引

入党员满意度测评，形成双向互动的质量反馈

机制。

4.强化培训指导，建强党务工作队伍。以

《2024-2028年全国党员教育培训工作规划》的

贯彻落实为契机，分层分类开展“政治能力 +业

务技能”双提升培训。建立“1+N”导师制（1名资

深党务干部带教 N名新进党务人员），在飞行、

客舱、地服、机务等关键领域培育复合型党务骨

干，定期组织“党建 +安全”跨岗位实训，确保党

务工作者既懂“党言党语”又通“行话行标”。

5.注重融合互促，服务改革发展大局。坚持

围绕中心抓党建，以“三会一课”为载体，搭建

“党建赋能安全”实践平台，将组织生活嵌入航

班换季、重大保障、新技术应用等业务场景。建

立“党建创新实验室”，通过党员突击队、跨部门

课题协作等方式，推动“三会一课”成果直接转

化为安全运行效能和服务品质提升，形成具有

民航特色的“红色引擎”工作模式。

四、结语
提高“三会一课”质效是一项系统工程，需

要理念创新、方法创新和机制创新相结合。民航

央企要立足行业特点，在破除形式主义上下功

夫，在创新方式方法上求突破，在服务中心工作

上见实效。通过优化内容、创新形式、强化考核、

加强培训、融入中心等举措，推动“三会一课”从

“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转变，从“纸面达标”

向“价值创造”跃升，真正发挥其在企业改革发

展中的核心作用，为民航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

强政治保证。

强基固本筑堡垒 创新提质促发展
———新时期民航央企提升党支部“三会一课”质效的路径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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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明蔚：烟台行（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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