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 5 
 

附件 1：优秀案例介绍材料示例 

 

精“研”探索，培养时代和人民所需的先锋栋梁之材 

——中国人民大学“治国理政”实岗锻炼计划 

一、案例简介（包含是什么，怎么做，有何效果） 

中国人民大学“治国理政”实岗锻炼计划（以下简称为

“计划”）锚定“独树一帜”总目标，以立德树人、服务需

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坚持以“适应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需要”为导向，面向全校选拔一批政治坚定、德才兼

备且有志于从事公共服务事业的学生骨干赴基层地方政府、

企事业单位实岗锻炼。 

“计划”每期培养周期为 10 个月，涵盖课程培训、研

讨交流、实岗锻炼、经验总结四大板块，通过“骨干训练营”

完成前期培训，考核合格的学员可参加下一阶段不少于 6 周

的实岗锻炼。实岗锻炼结束后，根据学员课程出勤、实岗锻

炼单位评价、工作业绩、基层导师意见、研修总结等内容，

完成综合考察，成绩合格的学员颁发结项证书。 

“计划”自 2022 年启动以来，已开展 3 期，累计培养学

生骨干 400 余人。在效果评估问卷中，近九成的学员表示，

参与“计划”的经历对个人职业生涯规划和发展有很大帮助，

拓宽和加深了他们的视野与认知，基层的实践经验使其对理

论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基层单位也反馈，学生实岗锻炼不仅

为单位带来了新鲜活力，也为地方招才引智、精准选拔人才

提供了更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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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验与成果（总结经验、提炼成果） 

（一）坚持全面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把正确政治方向和价

值导向贯穿研究生骨干教育和管理工作全过程。项目报名选拔

环节强化政治导向，重视综合素质；岗位安排环节坚持“人

岗匹配”原则，依据学员专业背景、研究方向、工作意向、

职业规划及设岗地区情况确定学员的工作岗位；在结项评估

环节重视项目效果反馈，完善结项鉴定评价体系。 

（二）通过科学的培养机制，引导和激励研究生骨干与党

和国家战略要求同向同行、同频共振。突出“学、研、炼、悟”

全链条培养模式。一是“学”，邀请校内外专家、学者、基

层工作校友开展课程培训，帮助学员强化知识储备和工作认

知。二是“研”，以小组为单位组织研讨交流，集聚经验智

慧。三是“炼”，学员赴基层地方政府、企事业单位实岗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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炼，练就过硬本领。四是“悟”，设立个人或团队专题研究

组，开展经验总结，提升育人成效。 

（三）注重育人，完善全流程培养，分阶段、全流程加

强指导。引导学员间发挥“传帮带作用”；重视校地合作，

共建人才培养基地，保持实践项目的连贯性与实用性，实岗

锻炼单位指定专人担任学员基层导师，负责学员实践期间的

培养和考核工作；对于赴公共部门就业意向强烈的学员，做

好跟踪培养、服务引导工作。 

三、媒体报道（与此案例有关的新闻报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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