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共兰州市教育局党组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文件

兰教学组办发〔2021〕17 号

关于印发《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秋季“开学第

一课〈大豆谣〉”活动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教育局、兰州高新区社农局、市属各学校、局直各单位、

各事业办学校、各市管民办学校：

现将《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秋季“开学第一课〈大豆谣〉”

活动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中共兰州市教育局党组

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代章）

2021 年 8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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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织开展 2021 年秋季“开学第一课

《大豆谣》”活动的实施方案

为推动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教育走实走深，扎根本

土红色革命文化，抓好青少年学习教育，厚植红色基因、赓续精

神血脉，中共兰州市委、兰州市人民政府决定在 2021 年秋季开

学，面向全市各级各类中小学开展“开学第一课《大豆谣》”主

题教育活动。为保证全市 56 万中小学生同时收看“开学第一课”

启动仪式实况直播，并持续推动《大豆谣》宣传教育活动进校园，

特制定如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为主线，以

2021 年秋季开学典礼为契机，开展“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大豆

谣》故事”主题活动，通过观、演、写、讲、唱、评、访等形式，

向全市中小学生全景式展示“西北小萝卜头”罗力立乐观坚韧、

热爱生活、热爱学习的优秀品质以及坚定的革命精神和深厚的民

族情怀，引导广大中小学生学习党的历史，讲好兰州红色故事，

传播本土红色文化、传承革命精神，用兰州本土革命元素对全市

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让红色基因、革命

薪火代代传承。

二、活动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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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大豆谣”故事

三、具体安排

（一）观。举办全市中小学生“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新

人”观演活动，组织学生以“线上+线下”的方式集中观看兰州

本土红色题材儿童剧《大豆谣》，城市四区学生以现场集中观看

为主，远郊区县和农村学校等考虑交通安全问题，以网络视频形

式观看为主。积极商市文旅局增加《大豆谣》演出场次，扩大观

演覆盖面，2021 年底逐步实现全覆盖。

（二）演。开展“千校演一剧”主题活动，邀请蒲公英儿童

艺术剧团以舞台剧的形式演播《大豆谣》，同时安排中小学生以

小演员身份参演《大豆谣》。各学校积极组织本校话剧社团、音

乐社团等自主排演《大豆谣》剧目，通过校园艺术节、学生社团

活动等，以课本剧、舞台剧等形式展演《大豆谣》，让广大中小

学生在身临其境中演绎红色故事，增强对家乡、对祖国的热爱之

情，努力成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三）写。将《大豆谣》书籍列入中小学生必读书目，利用

主题班团队（会）、社团活动、读书节、朗诵比赛等形式阅读《大

豆谣》图书，组织《大豆谣》观后感征文比赛、《大豆谣》题材

手抄报、黑板报比赛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通过撰写观后感、

组织座谈讨论会等形式，交流心得体会，感悟党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引导广大学生传承革命精神，发扬革命传统,

从小学党史、永远跟党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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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讲。将《大豆谣》故事和西北小萝卜头革命精神融入

课堂教学，以道德与法治（思想政治）、语文、历史三科为主，

艺术（音乐、美术等）学科有重点地纳入，通过专题教学、实践

课堂等形式讲授《大豆谣》的故事、兰州的红色故事；将《大豆

谣》故事宣讲融入国旗下讲话、主题班团队（会）等，通过校园

广播、校刊校报、宣传栏、“两微一端”等平台，广泛开展《大

豆谣》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增进学生对甘肃红色文化、兰州革

命文化的了解，引导广大中小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

（五）唱。将《大豆谣》音乐列入中小学生音乐必修课程，

利用音乐课、主题班团队（会）、音乐社团、国旗下讲话等学唱、

传唱《大豆谣》歌曲，组织《大豆谣》歌曲校园行，在全市中小

学校形成“人人传唱《大豆谣》歌曲、人人知晓《大豆谣》历史，

人人会讲《大豆谣》故事”的生动画面，引导广大青少年把红色

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

（六）评。以“传承红色基因 讲好《大豆谣》故事”为主

题，组织各学校党员干部、大中小幼思政一体化建设指导委员会

委员、德育骨干、班主任等召开座谈会、研讨会，推动以《大豆

谣》为代表的兰州本土红色文化进校园。开展《大豆谣》红色文

化传承理论阐释研究活动，积极组织广大干部职工撰写理论研究

文章。鼓励各学校拍摄《大豆谣》排演短视频，开展网上展演、



- 5 -

评选活动，进一步深化革命传统教育，强化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增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情感。

（七）访。开展“寻访《大豆谣》足迹”红色研学实践活动，

将《大豆谣》背后的红色故事纳入研学课程，让红色故事“咏流

传”。组织学生到“八办”纪念馆、兰州战役纪念馆、张一悟纪

念馆等革命遗址遗迹和纪念馆所等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大豆谣》宣传教育活动，增进学生对兰州本土红色文化的了解，

进一步深化“四史”宣传教育，以寓教于乐、潜移默化的方式，

教育引导广大学生做有志气、有骨气、有底气的新时代青少年。

四、活动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学校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开学第一

课《大豆谣》”主题教育活动，把这项活动作为开展以党史为重

点的“四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作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有效途径，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各项

活动扎实有序深入开展。一是要做好收看启动仪式实况直播的组

织工作。二是要利用暑假时间，组织本校学生唱会唱好《大豆谣》

歌曲，确保在启动仪式上，全市中小学生线下线上齐唱《大豆谣》

歌曲顺利开展。三是要尽快启动《大豆谣》“观、演、写、讲、

唱、评、访”系列活动，确保在开学初形成《大豆谣》宣传教育

的浓厚氛围。

（二）做好保障服务。要做好“开学第一课”启动仪式的保

障工作，一是市电教中心要积极对接兰州电视台、兰州音乐厅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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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做好“开学第一课”启动仪式电视直播和网络直播工作，及时

向各学校推送直播二维码，指导做好网络调试、视频接收等准备

工作；二是兰州外国语高中要尽快组织本校学生排演完善《大豆

谣》英语话剧，确保在 8 月 20 日“开学第一课”节目验收中顺

利通过，并在 8 月 27 日启动仪式现场成功展演；三是各学校校

长和师生要熟读《大豆谣》故事，确保在 8 月 27 日现场接受媒

体采访时言之有物，讲好兰州红色故事，展现兰州教育人的风采。

（三）创新方式方法。要结合学校实际，突出教育特色，贴

近学生特点，丰富活动载体和内容形式，多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

载体形式，多搭建便于参与的活动平台，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着力提高“开学第一课《大豆谣》”活动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要充分发挥新媒体的育人功能，通过微信公众号、微信

视频号、“抖音”、“快手”短视频等新媒体平台，开展《大豆

谣》音视频网上展演和网络传播活动，持续扩大《大豆谣》宣传

教育覆盖面和影响力。

（四）营造浓厚氛围。要利用校园橱窗、宣传展板、黑板报、

LED 电子屏、“两微一端”、校报校刊、活动简报等载体，加强

《大豆谣》主题教育活动的宣传报道，动态反映活动开展情况和

师生反响。要积极邀请省市主流媒体做好特色经验宣传推广，培

育树立先进典型，发挥示范带动作用，营造《大豆谣》宣传教育

浓厚氛围。“开学第一课”启动仪式结束后，各学校要持续组织

开展好《大豆谣》主题教育系列活动，形成全市中小学“千校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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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剧”、人人传唱《大豆谣》歌曲、人人知晓《大豆谣》历史，

人人会讲《大豆谣》故事的生动局面，掀起全市教育系统党史学

习教育新高潮。

（五）确保安全有序。各学校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筑牢安

全底线，统筹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和“开学第一课”主题活动，

制定安全保障方案及应急预案，落实好“开学第一课”活动场所

消杀、人员体温监测等各项防控措施，加强对活动场所的安全检

查和人员聚集时的疏导管理，强化安全防范，落实安全举措，确

保安全有序。

附件: 1.《大豆谣》故事概要

2.《大豆谣》词曲

3.“开学第一课《大豆谣》”工作推进情况周报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