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用结合“研讨学”

全市各级各部门党员干部聚焦
重要业务工作、聚智重大问题调研、
聚向保山实践经验、聚力全面深化
改革、聚心服务决策需求，深入开展
保山市情研讨，开展保山工业化发
展思考、城乡融合发展聚力思考等

工作。
各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

带着问题深入一线，下沉基层靶向调
研，收集带露珠、冒热气、粘泥土的第
一手资料，提纯高质量发展思路、选
准高质量发展路径、做好高质量发展

文章。
全市党员干部围绕事关保山发

展的热点难点问题、事关群众关心关
注的重大问题，在市情研讨中群策群
力、聚力谋智，集中把学习成果转换
成理论成果、运用成果、实践成果，形

成了《保山工业发展现状分析及对策
建议》《关于保山市推进城乡融合发
展的调研报告》《保山推动乡村振兴
战略的深度思考》等一批理论成果，
为推动保山高质量发展夯实了理论
研讨基础。

情景交融“现场学”

保山红色资源丰富，在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中 ，注重立足本地实
际，充分用好用活红色资源生动
教材。

“五一”前夕，在保山市委常委班子
成员深入金鸡“4·15”武装起义遗址和

杨善洲干部学院开展现场教学，举办读
书班。全市各级党委党组采取现场
党课、现场警示、现场交流、现场论
道、专题讲座等方式，深入开展学习
研讨。

市林草局深入施甸县善洲林场、

腾冲司莫拉佤族村等开展以“坚定理
想信念·争当党员先锋”“牢记初心·
担当使命”为主题的现场教学，组织全
体党员干部创新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
集中学习，使党员干部通过现场听、
看、学、论，在情景交融中深化对党的

理论知识学习、获得直观感受、升华思
想境界，提升党员干部的学习能力、思
考能力、表达能力和实践运用能力，坚
定了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筑牢了“为
民谋、办实事、勇担当、敢负责”的初
心和使命。

思想碰撞“联合学”

要在学习党史中汲取强大力量，从
党史中汲取坚定信仰信念的力量、旗帜
鲜明讲政治的力量、勇于创新创造的力
量、践行初心使命的力量。保山市委要求
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以学促干、
知行合一，攻坚克难、坚守底线，奋力推
动保山高质量发展。

市直部门与各县（市）区、园区、挂钩
村（社区）等联合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集
中学习，达到互学互促、共学共进的目的。

年初，市委宣传部与挂钩的腾冲市汪
李社区、市委政研室与市工贸园区党工委
联合开展以“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
新局”为主题的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学

习，以全面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为重点，
邀请市委、市政府领导作《学习弘扬井冈
山精神 凝聚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学
习工业发展史 传承工业精神——全面推
进保山“十四五”工业发展》等专题辅导。

各级领导干部以《学党史、悟思想》
为题，对中国共产党党史进行了集中领

学，做到领导干部带头学、党员干部集中
学、非党群众旁听学。通过专题发言、个人
自学、专题辅导、集中领学、研讨交流、联
学共悟、巡听旁听等多种形式，紧密结合
党员思想实际，集中淬炼党性觉悟，广泛
交流学习成果，推动党员干部交换知识、
交流思想，交流心得、交融情感。

读书养成“平时学”

全市党员干部坚持把读书学习作
为一种基本的习惯养成，夯实“学”的基
础。各级党组织持之以恒建设“书香机
关”“书香社区”“书香校园”“书香保
山”，设立党员活动室、党员读书室，要
求每名党员干部每年读书不少于20本，

每半年开展一次读书成果交流活动，夯
实党员干部理论功底。

全市编制了《学习与悟道》《我学党
史悟心得》等内部刊物100余种，及时选
编中央前沿理论、最新政策、相关解读，
特别是针对每次集中学习选编的相关

内容资料，组建多个学习小组分别开展
学习，让参学党员紧扣学习主题和学习
内容，静下心、沉下身、主动学、认真学、
积极做，以自觉的态度和“挤海绵时间”
的精神认真研读指定书目和相关材料，
并始终联系思想实际结合自身学、带着

问题学、深入思考学，力求“穷理以致其
知，反躬以践其实”。

与此同时，党员干部在每次集中学
习前，学习交流的提纲都经主要领导把
关，保证发言质量，为集中学习交流做
足充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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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丽槐 通讯员 张
玉祥）今年3月以来，隆阳区总工会围
绕“中国梦·劳动美”喜迎建党100周年
系列活动，突出党史学习教育，持续
开展线上党史知识竞答、红色故事大
家讲、党史进基层宣讲及“喜迎建党
百年——地方党史展”等各类主题活
动，发动全区干部职工参与，通过赛出
来、讲出来、展出来，推动全区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为期 6周、参与答题 22133人次的
线上党史知识竞答，3月 15日上线后，
便在全区掀起了一股以竞答促学、以
学促用、学用结合的党史学习热潮。

“我们都参加了线上党史知识竞答，并
且每期都参加。”隆阳区社科联干部韩
晓梅说。

《善洲情 中国梦》《杨廷相，残躯

造就千亩林》《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劳
动精神》《鲜红的党旗》……在红色故
事大家讲活动中，参赛选手们用演讲、
诗朗诵、经典诵读、快板、唱戏腔等多
种形式，演绎了一个个感人至深、催人
奋进的红色经典故事，生动的语言和
真实的情感让全区广大干部从红色故
事中汲取“养分”。

为推动基层干部职工的党史学
习教育，凝聚全区各界职工，团结动
员广大职工群众感党恩、听党话、跟
党走，自 3 月 22 日启动党史进基层
宣讲以来，隆阳党史宣讲团先后深
入乡镇（街道）、八大群体、百人以上
企业，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丰富多样
的形式，开展宣讲 13场次，增强基层
党史学习教育的吸引力、感染力和
实效性。

本报讯（记者 杨艳鹏 通讯员 颜
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昌宁县立足当
地实际，紧扣主题主线，创新方式方法，
做实“规定动作”，做特“自选动作”，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出亮点、显成效。

全民阅读拓深度。坚持分类指导，
创新党史学习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将党
史学习教育与“全民阅读”活动有机结
合、一体推进，认真开展“全民阅读·颂
读百年芳华”活动，并以此为契机，营造
全民阅读党史的良好氛围，并不断拓展
学习的深度和广度，推动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四
史”进机关、进学校、进企业、进社区等，
为实现全县“十四五”规划良好开局凝
聚强大精神力量。

寻访初心增信念。与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活动相结合，通过追忆老党
员、寻访英雄足迹、聆听初心故事等，从
老党员身上汲取“红色营养”、传承红色
基因。柯街镇开展“寻访最早老党员”系
列活动，目前已寻访在世的党龄 60年
以上老党员 23名、党龄 40年以上老党
员120名，并从他们身上挖掘典型事例

和革命精神。大田坝镇新寨村“两委”和
驻村工作队开展“走村入户学党史”活
动，走访退役军人和烈士家属，聆听老
军人讲革命史。

创新模式建机制。不断拓宽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方式方法，形成一批可推
广、可复制、可供借鉴的制度、经验，使
学习教育制度化、常态化。县税务局创
立青年理论学习小组“三学并进”的模
式，在青年干部中通过党建引领学、创
新方式学、立足岗位学，深化党史学习
教育。田园镇结合广大党员、干部和流
动党员工作生活实际，开办“党史夜校”
学习班，每月定期开展，搭建良好学习
交流平台。

联系实际促成效。在认真开展“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基础上，紧盯
学习成果转化。县司法局将党史学习教
育与政法队伍教育整顿结合起来，深入
开展“警示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干部职
工以史为鉴、以案为镜，查找本系统、本
单位典型案例，夯实工作作风，提高业
务水平，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思想
成果、工作成果。

本报讯（记者李建国通讯员王佳
凤）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龙陵县针
对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文化程度不
高的少数民族群众，以“汉语+少数
民族语言”的模式，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接地气、聚人气。

平达乡黄连河村是个傈
僳族聚居村，部分村民听不
懂汉语、不认识汉字，为让
他们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不
掉队”“不缺课”，村“两委”
选派傈僳族村干部窦生德和
精通傈僳族语言的扶贫驻村
第一书记曹再生分片包组包
户“送学上门”，入户用“双语”
宣讲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每
到一户傈僳族群众家中，党员干部
与他们一起学习党史、分享学习体
会，引导傈僳族群众珍惜今天来之不
易的幸福生活，永远听党话、跟党走、
感党恩。

“老师用我们本民族语言宣讲党
的发展历程和红色故事，听得懂记得
住。”来自黄连河村的傈僳族党员窦鲜
艳表示。

连日来，在龙陵县少数民族聚居
村的火塘边、小院里，都有少数民族党
员干部送学上门、入户“双语”宣讲的
身影。

“这是我听过最好的一次讲解，
用‘汉语+彝语’的方式给我们少数民
族地区干部群众讲解，让我们倍感亲

切，使我们对党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理解得更深、更透了。”木
城乡老满坡村党总支书记郭玉琴表
示，在接下来党史学习教育中，他们
将因地制宜、突出特色，以人们喜闻
乐见的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
史知识入心入脑，激发奋进力量，让
党史学习教育这门“必修课”走实走
心、见行见效。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龙陵县突出地
方特色，从“小院课堂”到“火塘边的党
课”，“双语”宣讲接地气、入心又入脑，
群众学习热情高涨。

近日，施甸县酒房中学教师带领
学校 290余名学生来到酒房乡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酒房乡烈士墓开展祭
英烈、学党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全体
师生默哀三分钟，向革命先烈敬献鲜
花，表达对烈士的无限哀思和崇高的
敬意。

期间，学校教师向学生讲述了
酒房乡解放初期平叛匪首周子成
的历史故事。聆听着革命先烈为保
卫新生的人民政权英勇奋战的感
人事迹，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学生
们感受到了先驱者的伟大和幸福
生活的 来 之不易 。老师们纷纷表
示，要弘扬革命精神，牢记初心使
命，履行好教书育人责任，用优异
的教学业绩告慰先烈，开启酒房中
学教育的新征程。

“通过开展这样的活动，让师生
铭记历史，做到党带团、团带队，传
承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相信祖国
的明天会越来越好。”施甸县酒房中
学少先队辅导员计正娟说。

施甸县开展“追寻先烈足迹，
学史明理增信”为主题的爱国主义
教育活动，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青
少年树立关爱他人、奉献爱心、牢
记历史、热爱祖国、珍爱和平的优

良品质，激励大家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接续奋斗。

在全国地方党性教育特色基

地、全国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善洲
林场，来自保山市乡镇党委委员任
职培训班的学员们聆听了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杨善洲的事迹，进一步坚定
理想信念，凝聚力量。

本报记者杨艳鹏通讯员杨磊文/图

本报讯（记者 赵丽槐）自党史学
习教育启动以来，腾冲市通过开展主
题宣讲、系列教育活动，做到真学；开
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政
府分忧、为百姓解愁，做到实干。

做亮自选动作，夯实理论基础。为
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
性，腾冲市开展专题学习和专题宣讲，
不断深化学习教育的广度和深度，搭
建室内、现场、云端三大课堂，助推党
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组建市委宣讲
团为全市基层党组织、干部进行专题
辅导授课，实现“室内课堂”系统学；利
用艾思奇故居等红色教育基地，拓展

“现场”体验学；利用“学习强国”App、
“腾冲先锋”App开展党史知识竞赛、
“微党课”等，打造“云端”微课堂。

截至目前，全市共开展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学习 101次；举办培训班
128期，培训 5000余人次；举办专题读
书班（读书会）75期，参与6173人次；领
导干部和基层党组织书记讲授党课
481次、开展现场体验教学96次。

理论指导工作，深化为民服务。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期间，腾冲市建
立民情民意双向反馈督办工作机制，
在城市围绕“到支部·在一起”推行

“四双工作法”、在农村围绕 1+1+N农
村末梢治理体系开展“万名干部规划
家乡”行动，深化为民服务解难题和
党员、干部直接联系服务群众。此外，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同步开
展，据统计，全市制定民生实事计划
327件，开列为民办事清单 565件，认
真履行“双报到双服务双报告”制度，
单位党组织到社区报到 256次、在职
党员到社区报到 9226人次，解决问题
4417件。

下一步，腾冲市将继续开展好系
列教育活动，将党史学习教育全面引
向深入，并把学习教育的成效切实转
化到把腾冲建设成为保山全域率先
发展的窗口、云南边境率先发展的窗
口、中国边疆率先发展的窗口上来，
以全市的发展实绩检验党史学习教
育实效。

创新模式 入脑入心
本报记者李建国

亮点

隆阳区

系列活动亮点多

昌宁县

做特“自选动作”

追寻先烈足迹 学史明理增信
腾冲市：

做到真学实干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保山市厘清学习思路，创新学习方法，联合学、平时

学、现场学、研讨学，引导党员干部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

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取得良好成效。

龙陵县：

“双语”宣讲接地气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施甸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