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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贵州
各级各部门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
项重大政治任务，迅速行动、精心组
织，既注重中央要求把“规定动作”做
到位，又注重结合实际使“自选动作”
有特色，高位推动、创新形式、力求实
效，让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入脑
入心、见行见效。

忠诚核心是党史学习教育最大
特色和亮点

春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视察贵
州时强调，“在庆祝建党 100 周年之
际，我们更要结合即将开展的党史学
习教育，从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
中深刻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走好新
时代的长征路。”

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召
开后，贵州第一时间召开了省委常委
会会议，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和视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

2 月 28 日，在贵州党史学习教育
动员大会上，省委书记谌贻琴强调，
全省各地各部门要对标对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中央部署要
求，紧密结合贵州实际，牢牢把握重
点任务，高标准高质量抓好党史学习
教育。

——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大政治任务。贵州坚持把习
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视察贵州时
的重要讲话精神作为一切工作的根
本遵循，把闯新路、开新局、抢新机、
出新绩作为主目标，把大力推动新型
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旅
游产业化作为主抓手，加快走出符合
贵州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把“牢记殷切嘱托、忠诚干
净担当、喜迎建党百年”专题教育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自选动作。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为主题，深入开展专题教育，在全省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中来一
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学习”，来
一次理想信念“大洗礼”，来一次工作
作风“大淬炼”，确保各级党组织坚强
有力、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

——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自觉做
到“两个维护”。 遵义会议的鲜明特
点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确立党中
央的正确领导，创造性地制定和实施
符合中国革命特点的战略策略。充
分发扬遵义会议精神，贵州坚持守正
创新、务求实效，教育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在加强理论武装、坚定理想信
念、发扬革命精神、积极担当作为忠
诚核心、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使忠
诚核心成为贵州领导干部最鲜明的
政治品格，成为贵州政治生态最鲜明
的政治底色。

牢记初心使命，走好新时代长
征路，全省上下正以更高的标准、更
实的举措、更严的要求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

创新学习形式 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走深走实

红军长征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
活动范围最广，全省68个县（区、市）留
下了红军足迹。这些宝贵精神财富，
成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教材。

贵州各地各部门用好红色资源、
创新学习形式、传承革命遗志，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3 月 1 日，省教育厅以“从小学党
史、永远跟党走”为主题，邀请解放遵
义的战士、曾被中央军委授予胜利功
勋荣誉章的詹永辉，“时代楷模”杜富
国等在遵义会议会址前现场“授课”，
录 制“ 开 学 第 一 课 ”视 频 。 全 省
672.84 万名中小学生集中收看，激发
了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热情。

贵阳高新区立足互联网、大数据
产业优势，依托园区企业——贵州喜
马拉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建起“有声

图书馆”，建起“线上”学习阵地，让
党史学习教育“声”入人心。

省民宗委开通 400 余个少数民族
群众村或易地扶贫搬迁社区“双语”
广播点，每天循环播报党史宣讲，覆
盖群众 52 万人。

遵义会议会址、黎平会议会址、
娄山关战斗遗址等红色景区推出“红
歌大家唱”“红色故事会”等主题活
动，吸引大量游客特别是青少年学生
探寻红色遗迹、缅怀革命先烈、接受
党史教育。

一个个创新案例，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学有目标，学有成效。

办好民生实事 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见行见效

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为奋斗目标，贵州各级党组织和广
大党员干部坚持为民宗旨、广泛开展
调研、主动担当作为、解决民生难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见成效，广大人民
群众得实惠。

省级层面公布“我为群众办实
事”37 项任务清单，从着力贯彻新发
展理念、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保
障基本民生需求、深化政务服务改革
便民利民、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5 个方面，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

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街道金元
社区持续打造党群“和融”、邻里“和
睦”、爱心“和暖”、治理“和美”、治安

“和顺”的“五和”幸福社区，让社区真
正成为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

安顺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以“办证
难”为突破口，压缩审批时限，重塑审
批流程，查封、异议、变更、预告等登
记业务即时办结。

为民办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
育成果的“试金石”。全省各地各部
门集中出台一批有利于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政策举
措，推出一批为民惠民便民的实招硬
招，让“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见
行见效、出新出彩。

以高度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推 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走 深 走 实

—— 贵州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付松 李坚

黔东南始终立足群众需求，坚持把

党史学习教育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

把“我为群众办实事”贯穿始终，制定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实施方

案》，州级层面明确 50 项“我为群众办

实事”清单，引领全州各级各部门大力

为群众办实事，不断解决好群众的困

难事烦心事。

聚焦发展瓶颈，全力推动高质量发

展办实事，切实让更多群众共享高质

量发展成果。针对产业发展滞后、城

镇带动能力不强等发展瓶颈，黔东南

始终贯彻新发展理念，紧扣推动高质

量发展办实事，坚决围绕“四新”抓“四

化”，制定实施《黔东南州产业发展三

年倍增计划实施方案（2021—2023 年）》

《黔东南州提升新型城镇化品质三年

行动方案（2021—2023 年）》《黔东南州

支持实施“强州府”五年行动若干政策

措施》，全力推动工业大突破、城镇大

提升、农业大发展、旅游大提质，让高

质量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群众。

聚焦脱贫弱项，全力巩固拓展脱贫

攻坚成果办实事，切实让脱贫群众过

上更加美好的生活。聚焦扶贫产业规

模化较低、返贫致贫风险压力大等问

题，黔东南坚决落实“四个不摘”要求，

紧扣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办实事，

将 2.36 万户 9.41 万人纳入动态监测和

帮扶，对 30.81 万人易地扶贫搬迁户扎

实开展“户户见”，选派 1737 名驻村第

一书记、3831 名驻村干部到村工作，推

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

有效衔接，让包括脱贫群众在内的广

大人民过上更加美好的新生活。

聚焦民生短板，全力保障基本民生

需求办实事，切实让广大群众有更多

幸福感。围绕就业、教育、医疗等民生

领域和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黔东南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紧扣保

障基本民生需求办实事，更加自觉主

动解决重点民生领域的问题，实施消

除义务教育大班额计划，新建改扩建

50 所幼儿园、20 所小学、10 所初中，实

施县级医疗卫生机构提质扩能工程 6

个，建设 100 个全民健身示范站点，改

造提升 10 个标准化养老敬老院，不断

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聚焦办事梗阻，全力深化政务服

务办实事，切实打通政务服务群众“最

后一公里”。围绕企业和群众办事难

梗阻问题，黔东南加快政务服务数字

化转型，紧扣深化政务服务办实事，着

力推进 200 项以上事项在贵州省政务

服务网“全程网办”，努力推动“一窗

办”分类受理事项比例达 90%，加快打

造 15 分钟便民生活圈，努力实现让企

业和群众办事“只进一扇门”“最多跑

一次”。

聚焦治理难题，全力提升乡村治理

水平办实事，切实为群众提供更放心

安心舒心的生活环境。围绕群众对提

升基层治理水平的所期所盼，黔东南

坚持以建设共建共治共享基层治理体

系为目标，加快推进“一中心一张网十

联户”治理机制建设，推进 32 个“民主

示范村（社区）”创建，通过推广红白理

事会、合约食堂等开展树立文明乡风

行动，启动建设 30 个乡镇标准化应急

救援站和 100 个行政村应急广播系统，

努力让群众生活更加放心安心舒心。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熊诚 整理）

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黔东南州委书记桑维亮：

突出五个“聚焦”
着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本报讯（记者 余天英）6 月 15
日，记者从州文体广电旅游局获悉，
端午节小长假期间，全州共接待游客
306.98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23.745 亿元。假日期间，全州多措并
举确保旅游市场总体安全有序，平稳
运行，亮点纷呈。

乡村游渐受青睐，新型体验式旅
游市场兴起。端午假期时间较短，周
边游、自驾游成为居民外出旅游的首
选。麻江乌羊麻、台江红阳村、剑河
昂英村、锦屏龙池等乡村旅游点成为
游客享农家乐、游地质公园、游石板
苗寨、环寨徒步体验游系列活动的好
去处。在剑河县，随着八郎古生物化
石研学基地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
3D 彩绘科普墙的完工，化石体验区
的开放、化石博物馆的配置，研学游
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据不完全
统计，全州端午小长假期间接待乡村
旅游人次近 165 万人次，占市场总量

的 50%以上。
节庆游亮点十足，传统文化习俗

受游客追捧。凯里市举办百人包粽
子、制香囊、绘彩画、坐游船等一系列

“忆屈原、品端午”民俗体验项目，施
秉县、镇远县因地制宜举办赛龙舟文
化节活动。我州其他各县也积极推
出丰富多彩的文旅活动，备受游客青
睐，让游客流连忘返。

人气游带动出游欲望，旅游复
苏火爆“朋友圈”。借助中央电视
台、省广播电视台、黔东南州电视
台、抖音、微信小视频等宣传平台将
锦绣黔东南品牌向外推送，让外界
更好地了解黔东南民族文化和生态
环境“两个宝贝”。端午节三天我州
连续推送的《端午品民俗过佳节》

《多 彩 活 动 迎 端 午 家 国 情 怀 永 传
承》等新闻在中央电视台《新闻联
播》《朝闻天下》《新闻直播间》等栏
目刊播，我州外宣工作实现了质与

量的新突破，“民族原生态·锦绣黔
东南”新形象和好声音得到了充分
展现。据不完全统计，近三天时间
内，黔东南在央视亮相 16 次。“民族
原生态·锦绣黔东南”新形象和好声
音频频亮相高端媒体平台，凝聚起
全州各族干部群众奋进新时代、阔
步新征程的磅礴伟力。

红色游趋势渐热，红色景区成为
热门打卡地。通过红军长征文化公
园建设和党史学习教育，我州红色旅
游景区（点）受到热捧，通过缅怀革命
先烈、重温党的历史、重温入党誓词、
参观纪念馆等各种形式传承红色精
神，表达对先烈们的深切哀悼和崇高
敬意，并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前进
力量。假日期间，黎平会议会址、黄
平旧州革命遗址群、杨至成将军纪念
馆等红色景区（点）成为热门打卡
地。全州红色旅游接待游客近 17 万
人次，同比增长 373.31%。

端午小长假全州共接待游客 306.98万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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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第 12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史为镜、以史

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文 章 强 调 ，历 史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书。要了解我们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

去脉，汲取我们党和国家的历史经验，

正确了解党和国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和重要人物。这对正确认识党情、国

情 十 分 必 要 ，对 开 创 未 来 也 十 分 必

要。要围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为什么“好”等重大问题，广泛

开展宣传教育，加强思想舆论引导，坚

定广大干部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

化自信，进一步激发全体人民爱党、爱

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

文章指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

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

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

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

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

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

位。要努力从党走过的风云激荡的历

史中、从党开创和不断推进的伟大事业

中、从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

旨和长期实践中，深化对党的信赖，坚

定对党的领导的信念。在坚持党的领

导这个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脑子要特

别清醒、眼睛要特别明亮、立场要特别

坚定，绝不能有任何含糊和动摇。

文章指出，要广泛开展爱国主义

教育，让人们深入理解为什么历史和

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必须

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大党员、干部

和人民群众要很好学习了解党史、新

中国史，守住党领导人民创立的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世世代代传承下去。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以史为镜、以史明志，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为解决妇女在家门口就业增收，
2017 年 10 月，榕江县古州镇月寨村侗
族女党员石珍牵头，组织该村科技带
头人杨求仙、石莉以及种植能手 65 名
妇女成立“榕江县阳光女子蔬菜种植

农民专业合作社”，她们利用自家农田
和流转土地共300余亩种植瓜果蔬菜，
统一向外销售，年收入100多万元。

今年初，她们种植西红柿 200 亩、
黄瓜 50 亩、豇豆 56 亩，现在黄瓜、豇

豆、西红柿进入采收季，大家一边劳
动，一边唱歌，田间地头弥漫着快乐，
合作社种植的各类蔬菜成为车江大
坝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图为近日，“榕江县阳光女子蔬
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社员将采收
的西红柿装筐。

（通讯员 李长华 摄）

侗寨“娘子军”抓产业助增收

利用农闲时间宣讲、组织线上学
习、面向青少年宣讲、开展文艺演出、
为群众办实事……党史学习教育正
如春风细雨般滋润着苗乡侗寨、滋养
初心使命。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黔东南州各
地多渠道、多形式，大力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下基层、接地气、全覆盖，切实打
通理论宣讲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面向基层，宣讲送到村村寨寨
群众在哪里，宣讲就到哪里。各

县市深入开展基层党史宣讲活动，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到田间地头、入农家
院落，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入心入脑。

针对基层群众“白天农事忙、夜
晚话家常”的生活习惯，剑河县组织
干部深入村寨开展宣讲活动 180 余
场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群众讲述

“大广坳战斗”“红军领袖送毛衣”等
红色故事，教育引导群众体味红色文
化，传承红色基因。

锦屏县用好红军林、红军树、红
军井、红军路等红色资源，组织党员
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利用
115 个村（社区）远教站点实现党史
学习全覆盖。对龙大道、龙云等革命
先辈事迹进行挖掘宣传，目前已挖掘
18 个红色故事。

黄平县分类开展基层党史宣讲，
在党员干部中采用集中式宣讲模式，
在党员群众中采用分散式宣讲模式，

将党史课堂从会议室转移到基层农
村。充分运用网络学习平台，定期推
送学习资料，让基层党员干部群众随
时随地学习。

面向群众，创新形式入心入脑
百年党史，常学常新。各县市坚

持“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
有特色，积极搭建党史学习教育平
台，创新党史学习教育形式，把党的
历史讲深讲透、入心入脑。

从江县组织结对帮扶干部利用
周末和节假日时间，进村入户开展党
史宣讲 12600 余人次。整合各方力
量，组建党史宣讲文艺队，开展送戏
下乡 35 场次，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
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丹寨县 144 个“寨寨响”大喇叭
每天准点开播，让党史学习深入街边
地角。倾力打造 3 个移民搬迁社区

“红色书屋”，增添红色书籍 300 余
册。以文化下乡活动为契机，穿插党
史“快问快答”节目，在基层群众中营
造了良好的党史学习氛围。

民有所需，我有所为。各县市将
学党史与办实事结合起来，积极帮助
群众解决“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
群众的幸福感满意度。

三穗县建立“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清单，重点解决信访维稳、
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民生实事、产业
发展等领域面临的问题 2000 余件，
切实让群众感受到党史学习教育带

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面向青少年，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
各县市针对青少年群体的兴趣特点，
生动、深刻讲述党的历史，引领青少
年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
感，争做新时代的接班人。

麻江县各学校开展传唱红色歌
曲、寻访红色印迹、观赏红色电影、撰
写红色征文等活动 236 场次。推送
63 篇学生作品参加教育部关工委组
织的“新时代好少年红心向党”主题
教育读书活动，26 篇作品获优秀标
注并在央视影音活动专区展示。

岑巩县利用好线上平台，开设“岑
团青听·学党史·铭初心”专栏，组织
1.2 万青少年在线学习。深化组织青
少年开展党史演讲书画比赛、知识测
试、观看红色文艺汇演等系列活动360
场次，让学生在心灵播下红色种子。

榕江县选拔 26 名“红领巾讲解
员”，组织学生赴县内红色教育基地
聆听党史故事，教育引导学生学习红
色文化、传承革命基因。以校园文化
建设为抓手，各学校组织开展红色经
典诵读、手抄报、红歌演唱等活动 70
余场次。

让党史“声”传遍苗乡侗寨
—— 黔东南州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综述之三

○ 黔东南州融媒体中心记者 吴路路 通讯员 付光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