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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0 年春季学期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 

返校工作安排会上的讲话 

校长  吴普特 

（2020 年 4月 23 日） 

 

同志们，老师们： 

大家下午好！ 

自 1 月 24 日学校召开第一次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专题会议到今天，疫情防控工作人员已在一线连

续奋战了 90 天，为维护校园一方净土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自 2月 17日学校开始线上教学到今天，广大教师

已在线上连续奋战了 66 天，为保障“延期开学课不误”

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此，我谨代表学校向大家的辛勤

付出表示诚挚的感谢，为大家敢于担当、勇于奉献的

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在校党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

我们从最初理顺疫情防控体制机制这场“小考”，到顺

利通过线上教学、职工返校的“中考”，可以说，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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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对疫情工作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当前，我国疫情

防控向好态势进一步巩固，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

各地高校组织学生返校正在陆续进行。根据陕西省关

于高等学校 2020 年春季学期开学有关工作要求，经杨

凌示范区研究同意、陕西省教育厅批准并报教育部备

案，学校从 4 月 27 日起开始组织学生错峰返校。今

天，我们召开春季学期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返校工作

安排会，目的就是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聚合力，安

排部署有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按需有序返

校。这项工作既是“大考”的开始，也是我们面临的

一场“新考”。 

刚才，祖书、玉林、养福三位同志分别安排部署

了学生返校前、返校中和返校后的管理服务工作，以

及教育教学、后勤保障和安全保卫工作，任务明确、

责任清晰，请大家抓好落实。下面，我再谈三点意见：

瞄准“三个到位”、答好“一场新考”、抓好“五个关

键”。 

一、瞄准“三个到位” 

（一）领会到位。当前，学校安排有科研任务的

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错峰返校是严格贯彻落实教育部

和陕西省有关工作要求的实际行动，是在常态化疫情

防控中促进校园秩序逐步恢复的具体实践。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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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教育部组织了学校疫情防控专家报告视频会，

钟南山、李兰娟、张文宏三位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功

勋专家通过科学的分析，一致认为国内已经具备了学

生返校的条件，只要做好有效防控，就能做到安全有

序返校。因此，我们要大胆作为、勇于作为，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取得“新考”的全面胜利。 

（二）防范到位。自疫情防控以来，按照“战略

上藐视疫情，战术上重视疫情”的工作原则，学校应

对疫情防控已经相继发布了 70 余项方案、办法和通

知，建立了比较完备的防控体制机制，形成了一系列

工作流程，可以说，我们尽最大可能织就了严密的防

控网。接下来，各学院（系、所）党政主要负责同志

还要继续靠前指挥，充分发挥“院系-辅导员（班主任、

导师）-学生”网格化管理作用，借助信息化手段，实

现精准化管理，客观地掌握学生返校前 14 天行动轨迹

和健康状况。学生返校前后，各专项工作组及学院（系、

所）要始终坚持全校“一盘棋”的思想，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不断强化沟通协作，进一步完善工作机制、

优化工作流程、细化任务分工，协同推进各项工作，

确保信息畅通、运转高效，共同筑牢防线。 

（三）执行到位。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关于疫情防控的指示精神，遵照教育部关于“一严



 4 / 8 
 

二清三防四控”的总体要求，以及陕西省和杨凌示范

区疫情防控具体要求，科学施策、严格防控，确保学

生有序安全返校。一是要切实做好各类应急预案的宣

传、推演、示范，实现早发现、快行动，做到把握状

况及时、应急处置及时。二是要严格门禁管理、留观

管理和消杀管理，坚决阻断传染源、切断传染途径。

三是要积极引导学生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落实好宿

舍、食堂、教室等相对聚集性场所的管理措施，切实

做到控制聚集、控制人员流动。 

二、答好“一场新考”  

4 月 27 日开始，学校将陆续组织有科研任务的研

究生和本科毕业生按需有序返校。首批学生返校，学

校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将是前所未有的。越是关键时刻，

越是考验我们的治理能力、组织能力的时候。大家一

定要增强责任意识，以高度的责任心和强烈的使命感，

勇担当、善作为，坚定信心、攻坚克难，高质量做好

此项工作。同时，我们也要在本次学生返校的具体实

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和好的做法，积极指导做好后续学

生返校工作，切实做到返校工作有效衔接。 

三、抓好“五个关键” 

（一）抓细节。细节决定成败。一是要增强风险

意识和强化底线思维。切实增强紧迫感，充分估计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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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不确定性，明确风险点。二是要积极主动发现防

控问题，加固薄弱环节、补上短板漏洞。特别是在留

观场所准备、防控物资储备方面，以及宿舍、食堂、

教室等相对聚集性场所的管控，做到心中有数、手中

有招。三是要密切关注返校学生思想动态和心理状况。

研判疫后综合征给部分学生带来的身心影响，提供必

要的心理咨询和干预，做好心理调适和疏导，强化关

怀与帮扶。 

（二）抓就业。4 月 17 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强调，要抓好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就业工作，把高校

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同志们，稳就业是国家“六

稳”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乎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这是一项政治任务。形势决定任务，2020年春季学期

已经过半，学生毕业时间已经临近，我们的任务很重、

肩头的担子很重。但是，越是困难时期，我们越要咬

紧牙关、迎难而上。一是要积极践行以学生为本的理

念，在确保教育教学质量不降低的前提下，采取灵活

多样的形式开展毕业答辩，优化毕业程序，把工作尽

量前移，确保绝大多数毕业生按期毕业。二是要给予

特殊群体毕业生更多的关怀，做到“一对一”指导。

同时，要根据工作实际，积极做出动态调整，维护学

生合理诉求，促进特殊群体学生顺利毕业、满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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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要调动各方力量积极投身就业工作，引导部分毕

业生认清当前就业严峻形势，合理调整就业预期，确

保如期就业。 

（三）抓教育。疫情防控是一堂鲜活生动的思政

教育大课，也是一堂生命教育的健康大课。接下来，

还需着力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在全民战“疫”

实践中总结凝练鲜活教材，讲好抗击疫情中的感人事

迹和英雄人物的生动故事，引导学生充分认识“党的

集中统一领导”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

度优势，塑造学生正确的价值追求，强化爱国主义教

育。二是面对西方社会“污名化”中国抗疫言论，要

积极正面引导学生不信谣、不传谣，主动从官方权威

渠道获取准确信息，树牢理想信念，靶向做好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三是要善用新媒体手段，进一步加强疫

情防控宣传和健康知识普及，增强学生的自我防范意

识和能力，切实强化自我管理，积极引导学生学会认

知生命、尊重生命、珍惜生命，树立积极、乐观、向

上的人生观。 

（四）抓教学。按照“扎实做好线上教育教学，

确保‘延期开学课不误、学生管理不放松’”的要求，

学校在应对疫情初期，圆满实现了本科生 2 月 17 日、

研究生 2 月 25日顺利开课。这项在极短时间内组织的



 7 / 8 
 

我校历史上规模最大、上线课程最多、覆盖人数最广

的线上教学任务，由于大家的齐心协力，我们取得了

良好的阶段成效。关于学生返校后的教学工作，我再

强调三点： 

一是做好摸底评估。各学院（系）要对返校学生

在线学习效果进行认真摸底、科学评估，实事求是掌

握客观情况。要根据在线学习成效，通过朋辈互助、

教师指导等多种途径，有针对性地帮扶学业困难的学

生跟上教学进度。 

二是推进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要根据疫情形势和

返校学生上课实际，动态调整授课方式，灵活采取线

上线下混合教学。同时，要持续做好未返校学生的线

上教学工作。 

三是教学质量不能降低。尽管我们的教学设计已

趋于完备，筹划的也比较合理，但是在执行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各类不确定因素的影响。需要强调的是，

不管什么原因，我们心中一定要树牢这样一个底线原

则：任何情况下，教学质量不能降低。 

（五）抓发展。稳定是基础，发展是目的。受疫

情影响，2020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也是需要我们

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升年”的契机下，锤炼工

作能力，下大气力推进工作的一年。要促进校园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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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步恢复，积极推动学校有序运转、有效运行，做好

常态化疫情防控，确保校园安全稳定。一定要将校党

委部署的各项重点工作落实好，把年初工作会议安排

的“八个抓实”任务推进好。 

同志们，迎接有科研任务的研究生和本科毕业生

按需有序从全国各地返校，既是一场“新考”、一次“硬

仗”，也标志着“大考”的正式启动。让我们在校党委

的坚强领导下，始终保持清醒头脑，从思想上切实重

视起来，从行动上切实紧张起来，警惕麻痹思想和侥

幸心理，“答好卷”“打胜仗”，坚决做到防控力度不减，

坚决守好校园一方净土，坚决维护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积极稳妥促进校园秩序恢复，奋力推进学校

“双一流”建设。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