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安 徽 财 经 大 学
文件

蚌埠市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于举办安徽省第五届大学生红色文化

学习与创意设计成果邀请赛的通知

各高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教

育部办公厅关于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大学习领航计划主题教育活动的通知》、教育部等十部门《全

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以及《安徽省“大思

政课”实践教学基地（宣城）建设工作方案》，充分发挥全

国、省级“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的育人作用，引领青年

大学生深刻感悟党的创新理论的实践伟力，学习红色文化、

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创新思维、释放创造活力，奋力书写为

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经研究决定举办本次邀

请赛，特邀请高校青年学子参加。现将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指导单位

中共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

二、主办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



蚌埠市联合马克思主义学院

三、承办单位

安徽财经大学教务处（创业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财经大学团委

蚌埠红色文化研究中心

四、活动主题

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春篇章

五、参赛对象

全省高校全日制在读大学生

六、主赛道参赛作品类别

参赛作品应以“奋力书写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青

春篇章”为主题，突出政治性和学理性相统一，在对安徽以

及全国红色文化调研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社会实践（调

查）、微宣讲、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和视频与动画设计，展现

新时代大学生创造性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风貌。

1.研究论文

根据大赛主题撰写研究论文，要求内容具有原创性且未

公开发表，字数要求不少于 3000 字（研究生不少于 5000 字）。

格式说明：论文标题用黑体小三号字；摘要、关键词用

楷体五号；正文内容用宋体小四；引用文献用脚注，宋体小

五号；参考文献用尾注，宋体五号；正文行间距 1.5 倍。学

术规范格式请参照《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

2.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根据大赛主题进行实践调查并撰写研究报告，要求政治

观点正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报告主体内容

5000 字以上。

格式说明：报告正文格式参考研究论文类；封面、目录、

附录等自行设计。

3.红色故事微宣讲

围绕红色文化蕴含的红色故事，结合活动主题开展微宣

讲。要求政治观点正确，需原创作品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要求，具体题目自拟。

技术规范：参赛作品要求画面清晰，文件为 mp4 格式，

并设置中文字幕。时长 6 分钟以内，大小不超过 500M。

4.文化创意产品

参赛作品必须紧扣活动主题，突出红色文化特色，通过

创新创意促进红色文化的现代设计与应用。包括工艺品、地

方农产品、食品及其包装、吉祥物、民俗物品、家具、生活

用品、服饰、首饰等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或旅游

产品。

作品规范：作品需提交宣传海报，图文清晰，比例为

16:9，A3 大小，300dpi 精度，大小为 3M-20M 之间，格式为

“.JPG”或“.JPEG”。表现形式不限，包括但不限于效果

图、细节图、设计说明和使用场景表现等。鼓励入围作品提

供实物或模型。

5.视频与动画类

根据活动主题创作视频或动画类作品，突出创新创意，



鼓励利用多种形式呈现：（1）视频作品选用影视作品或音

乐、图片以及自拍素材，应符合国家相关版权法律法规，并

注明素材来源。涉及人物访谈内容时，应加注人物介绍。（2）

动画类作品的设计，要与活动主题相贴切，能够发挥良好的

宣传效果，动画的呈现须流畅、合理、图像清晰，具有较强

的可视性。

技术规范：（1）视频作品要求画面清晰，并设置中文

字幕，时长 15 分钟以内，大小不超过 500M。全片图像无抖

动跳跃，音画同步，无杂音干扰、音量忽大忽小现象。视频

压缩采用 mp4 格式。上传视频作品时，需同时在“作品简介”

栏提供 500 字以内的内容及创意说明。（2）动画类作品要

求画质清晰，文件为 mp4 格式，并设置中文字幕，时长 3 分

钟以内，大小不超过 300M。上传动画类作品时，需同时在“作

品简介”栏提供 500 字以内的内容及创意说明。

七、“博物馆大思政课”专项赛道

本次竞赛特设“博物馆大思政课”专项赛道，由蚌埠市

博物馆、宿州市博物馆、淮北市博物馆、阜阳市博物馆、安

徽楚文化博物馆联合协办。参赛作品应以“文物巡礼——博

物馆中的红色印记”为主题，围绕以上博物馆（不限于），

聚焦馆藏特色文物，通过参观学习、访谈互动、讲解策划、

志愿服务、实习实训、联动调研等形式开展博物馆“大思政

课”实践活动，在此基础上形成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场

馆里的思政课”微视频、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展现新

时代大学生创造性传承红色文化的良好风貌。



1.社会实践（调查）报告

根据专项赛道主题进行实践调查并撰写研究报告，注重

实地调研，要求政治观点正确，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要求，报告主体内容 5000 字以上（格式参考主赛道同类作

品要求）。

2.“场馆里的思政课”微视频

围绕高校思政课中的重点热点难点内容，活用博物馆资

源，结合活动主题制作“场馆里的思政课”微视频。要求政

治观点正确，需原创作品且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

求，具体题目自拟，作品需附 WORD 版讲稿（技术规范参考

主赛道红色故事微宣讲要求）。

3.博物馆文化创意产品

参赛作品必须紧扣活动主题，深挖博物馆特色资源，通

过创新创意促进红色文化的现代设计与应用。包括各类工艺

品、吉祥物、民俗物品、居家用品、模型教具、潮玩摆件等

与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生活用品或旅游产品（作品规范参考

主赛道文化创意产品要求）。

八、活动安排及相关要求

1.活动时间

2025 年 6 月 10 日—9 月 30 日

2.竞赛流程

序号 时间 环节 说明

1 9 月 15 日前
作品

征集
按照竞赛要求，征集成果作品。



2 9月 16日-20日
作品

整理
组委会根据竞赛要求对作品进行整理并初审。

3 9月 20日-28日
专家

评审

专家委员会根据评审要求对报送作品进行匿名评

审。

4 9月 29日-30日
公布

结果
评定一、二、三等奖，并公示评审结果。

5 10 月 1 日始
作品

展示
将获奖作品进行网络和实地展示。

3.相关要求

（1）参赛作品须为参赛者在校期间完成的作品。参赛

论文作品应为个人作品，其他可以是个人作品，也可以为团

队作品（作者限报 5 人）。

（2）每项成果作品指导教师不得超过 3 人。

（3）参赛者严禁抄袭或仿冒别人的作品。参赛论文和

调研报告作品的查重率不得超过 20%（提交作品须附查重报

告），视频借鉴内容不超过作品时长的 20%，所有参赛作品

一旦发现参赛者存在侵权行为，主办单位有权取消其资格，

由此产生的侵权法律后果及责任，全部由参赛者承担。

（4）各类参赛作品内容中请勿出现参赛者个人信息。

（5）作品提交截止时间：2025 年 9 月 15 日。

参赛作品提交方式：登录“安徽财经大学官网-马克思

主义学院-安徽省大学生红色文化学习与创意设计成果邀请

赛报名系统”，进行报名参赛与成果提交。系统注册时，参



赛报名的同学和团队请务必提供真实有效信息，否则会影响

获奖证书的发放。（注：为方便给予学科积分与证书发放，

安徽财经大学校内学生请同时在教务处竞赛系统内报名）

报送材料具体要求如下：参赛作品请以“作品名称”命

名（“博物馆大思政课”专项赛道参赛作品需在作品名称后

标明“博物馆专项”）。参赛论文和调研报告的查重报告请

直接附在正文后，视频及创意说明请直接在报名系统中的

“作品简介”栏提交。作品提交时，请严格按照要求进行文

件命名；请每支参赛团队确保用唯一账号登录并提交材料，

用多个账号提交同一材料者，取消参赛资格。

（6）比赛结果将通过“安财马院”微信公众号和安徽

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官网发布。

九、奖项设置

1.大赛以入围评审的作品数为基数，按不同类型作品，

分别设置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一等奖 5%，二等奖 15%，

三等奖 30%。

2.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即在各类别一等奖获得者的第

一指导教师中产生，并根据获奖情况推荐确定。

十、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瑾老师

电话：17333256383（张老师）

大赛组委会秘书处电子邮箱：acmysjjx@163.com

赛事交流 QQ 群：

813424436(安徽省红色大赛研究论文、调研报告、





附件 1：邀请赛评分标准

表 1：邀请赛研究论文、调研报告类作品评分标准

评审指标 分级 内容

原创性

（35%）

A

原创作品，论文或报告中引用他（她）人文献、数据、图件、资料均已明确

表明出处，结论和结果为作者研究得出，作者对文章及报告具有完全的知识

产权。参赛作品之前未公开发表过。

B
具有较高的原创性，文或报告中引用他（她）人文献、数据、图件、资料标

明出处，有原创性的结论和成果。

C 作品缺乏原创性，作品重复率较高，所得结论与成果非作者本人原创。

理论性

（30%）

A
文章或报告理论性强，紧扣红色文化主题，内容设计科学合理、论证严谨、

逻辑性强、数据和支持资料充分可靠、引用前人研究成果完整。

B
文章或报告具有一定的理论性，贴合主题，内容设计较为科学合理、论证严

谨、逻辑性较强、数据和支持资料可靠、引用前人研究成果较为完整

C
文章或报告的理论性较差，未贴合主题，内容设计不完整，论证存在明显漏

洞。

创新性

（25%）

A
选题高度凝练创新，具备前瞻性、时效性、涵盖性、领先性；内容创新，在贴

合红色文化主题的基础上，提出创新性的观点或结论。

B
选题具备一定的创新性，具备一定的前瞻性和领先性；内容较为创新，在贴

合主题的前提下，提出具有一定创新性的观点或内容。

C 选题和内容均缺乏创新性，未能提出创新性的观点和内容。

规范性

（10%）

A

论文和报告符合学术规范，字数符合要求，格式完全参照《马克思主义研究》

杂志格式；写作语言的用字准确、语义准确、行文通顺、修辞符合要求、可

读性强。

B

论文及报告符合学术规范，字数符合要求，参照《马克思主义研究》杂志格

式；写作语言的用字较为准确、语义准确、行文通顺、修辞符合要求、具备

一定的可读性

C 论文及报告不符合学术规范，文章语义不通顺，用词不当，可读性差。



表 2：邀请赛红色故事微宣讲类、视频动画类作品评分标准

评审标准 分级 内容

内容（60%）

A
内容符合大赛主题，主题鲜明，重点突出，结构严谨，构思巧妙；

政治观点正确，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

B
内容较为贴合大赛主题，主题较为鲜明，结构完整，内容有重点；

政治观点正确，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的要求。

C
内容脱离大赛主题，主题模糊，重点不突出，结构上存在硬伤，

观点存在一定的问题。

语言表达

（15%）

A
声音洪亮，语言规范，吐字清晰，简洁明了，流畅自然，语速、

语气、语调符合思想感情的起伏变化，语言通俗易懂。

B
语言较为规范，吐字清楚，较为自然流畅，语速、语气、语调具

备起伏变化。

C
语言不规范，吐字不清晰，存在较大的卡顿，语速、语气、语调

缺乏起伏变化，较为沉闷。

宣传形式

（15%）

A
合理创新宣讲宣传形式，熟练运用各种辅助手段与宣讲宣传内容

结合紧密，有利于增强宣讲宣传感染力、吸引力和号召力。

B
宣讲宣传形式具备较高的创新性，能合理运用各种辅助手段，能

与宣讲宣传内容较好地结合，具备较好地宣讲宣传的形式。

C
宣讲宣传形式陈旧，不能很好地运用各种辅助手段，宣讲宣传缺

乏感染力、吸引力。

仪态仪表

（10%）

A
着装朴素大方，精神状态良好，举止自然，动作、手势运用得当，

表情自如。

B
着装得当，精神状态良好，动作、手势运用较为得当，举止较为

自然。

C 着装不得当，举止不自然，宣讲过程中动作、手势过多或过少。



表 3：邀请赛文创设计类作品评分标准

评审指标 分级 内容

设计主旨

（30%）

A

突出本次大赛主题。作品有突出的原创性、创新性及前瞻性，

将文化创新、文化传承和市场及经济发展完美结合，产生较高

的社会价值。展现设计者的优秀的设计综合素质。

B

能够较为准确的反映大赛的主题。关注红色文化，关注现实问

题，在形式上有一定的创新性。展现设计者对设计所能发挥的

社会作用及经济价值的探索。

C
所设计的内容、表现的主题与大赛主旨不符，没有体现出设计

创新性。对设计的关注点没有达到社会层面，视野较为局限。

设计效果

（45%）

A

结构设计合理，格式规范，严格遵守大赛要求，方案可行性高，

能够很好的实现预期功能；能够较好地解决所关注的问题，形

态美观，创意新颖，能够为使用者提供良好的审美体验。

B
设计基本合理，格式较为规范，具有一定的现实性，基本解决

所关注的问题，设计较为美观、整体较为协调。

C

设计不够合理，格式不规范，不符合大赛要求，对各项问题欠

缺考虑；未能解决所关注的问题，产品及成果设计不够精良，

在美观上有所欠缺。

设计价值

（25%）

A

设计充分考虑到了安徽省红色文化发展的理念，体现红色文化

主题，社会价值高；成果适合市场发展的需要，能够实现产业

化，经济效益、经济价值高。

B

设计有考虑及体现安徽省红色文化的发展理念，具有一定的社

会价值；基本迎合了市场发展的需要，已于易于产业化，有一

定的市场潜力和经济价值。

C

设计没有考虑安徽省红色文化的发展理念，未能体现其社会效

益，缺乏一定的社会价值；成果不符合市场发展的需要，缺乏

经济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