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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峰：党建全域融合画出最大同心圆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徐永升

要闻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这几天，在赤峰市松山
区当铺地满族乡，刚刚组建
的关家营联合党委各种活
动接连不断，先是组织党员
代表参观了新建的党建展
览馆和廉政教育馆，又组织
了一次各支部亮点工作拉
练会。实体化是这个联合党
委的独特之处，它有自己的
章程，有专门的工作人员和
办公场所，每年还有10多万
元工作经费。关家营联合党
委是赤峰市推进全领域党
建融合发展模式的一个缩
影。目前，全市已建立各种
形式的党建联合体330余
个，覆盖各领域基层党组织
4100多个。

如何提升基层党组织

的组织力？赤峰市的做法是
推行全领域党建融合发展
模式。这种党组织设置的创
新思维，打破以往条块、隶
属等因素限制，不分门别
类、不划线设界、不强行结
对、不固化模式，采取“支部
+支部”“党委+支部”“党委
+党委”等方式，跨组织、跨
领域、跨行业，把有共同愿
景、共同利益、共同需求的
基层党组织组成党建联合
体。“我们推动基层党组织
建设深度融合、整体提升，
强化的是党建引领作用，真
正以党组织的‘一马当先’
引领各类组织‘万马奔
腾’！”赤峰市委常委、组织
部部长李炯打了一个形象

的比喻，基层党组织间相
加、相融、引领、共赢的过
程，就像先做朋友，再做亲
戚，最后成为一家人一样。

党组织“加”起来，党建
工作“融”起来。关家营联合
党委是以关家营党总支为
核心，联合了4个邻近行政
村、3家驻村机关事业单位、
6家企业的党支部，通过共同
开展党组织活动，形成了一
个多元融合的非建制性党
建联合体。“我们支部的会
议室和活动广场可以共享”

“我行需要各村里帮忙清收
不良贷款”，在联合党委年度
供需清单上，每个成员单位
能提供什么共享资源、需要
解决什么问题都写得清清

楚楚，这份供需清单把各成
员单位联动起来。今年，联
合党委还要组织为老人免
费体检、捐资助学、慰问贫
困边缘户等活动，每项活动
都是实实在在为百姓办事。

党建融合产业兴。在巴
林左旗林东镇，镇党委打破
各村“单兵作战”局面，以柴
达木村党支部为核心，辐射
带动周边3个行政村，组建
了柴达木联合党总支。“强
村带弱村，共奔致富路”，联
合党总支集中流转了4个村

的2万亩土地，兴建生态农
庄、景观梯田，还规划建设
总投资近5000万元的田园
综合体，发展形成制酒、养
牛、大棚花卉、休闲旅游四
大主导产业，吸纳当地310
名农民就业，实现发展共
赢。同时，联合党总支还将4
个村的扶贫资金入股到田
园综合体，875户贫困户人
均年收益345元。

一条党建链串起服务
链。在松山区振兴街道，金御
华城社区联合毗邻的松城

社区、北苑社区成立中心社
区联合党委，将社区居民与
11家企事业单位、126户商
家和340多名志愿者凝聚到
一起，中心联合党委做为社
区服务的“供给方”，能为居
民提供“点单”服务，涵盖养
老、创业就业、维权保障等
方方面面。如今，这个党建
联合体已形成“信息资源联
享，群众需求联解，公共服
务联供，文体活动联谊，困难
群众联帮”的良好局面，党建
融合这个同心圆越来越大。

现在已经是内蒙古民
办教育协会会长、内蒙古师
范大学鸿德学院院长的周
玉树，投身民办教育的时候
还是个小伙子。那时，全国
民办教育的大环境还不热，
内蒙古更是如此。凭着一股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和
多年高校工作的经验，1993
年，他创办了内蒙古经贸外
语学院，第一年招生就有
6000多人报名，最终录取了
1000人。

看到了民办教育领域
大有可为，周玉树趁热打
铁，1998年，又创办了鸿德
国际学校，第一年招生对象

为小学生，以后又逐步扩展
了初中部、高中部，学生最
多时有1000多名。上世纪90
年代开始的普通高校本专
科招生扩招，让全国民办教
育尤其是民办高等教育进
入了黄金发展期，经济发达
地区的民办高等教育更是
发展得如火如荼。经申请并
得到自治区教育厅批准，
2004年，鸿德国际学校升格
为鸿德外事职业学院，成了
一所专科院校。同年，内蒙
古民办教育协会由周玉树
牵头成立。协会的成立搭起
了民办教育机构与相关政
府部门之间的桥梁，促进了

我区民办教育的发展。2006
年起，我区民办教育也迎来
了发展的黄金期，民办教育
机构数量、质量大大提升。
也是在2006年，为填补我区
民办本科院校的空白，自治
区批准筹办内蒙古师范大
学鸿德学院、内蒙古大学创
业学院两所独立学院。此后
的3年内，自治区又陆续批
准创办了六七所民办高职
院校。周玉树清楚地记得，
2008年5月7日，内蒙古师范
大学鸿德学院顺利通过了
教育部的评估验收，于是，5
月7日被定为了学院的校庆
日。

周玉树感慨地说：“当
年我区两所独立学院的成
立，真的要感谢改革开放的
好政策。”

近年来，支持并规范民
办教育成为国家和自治区
层面的一项重要决策，民办
教育机构享受到了更多好
政策。民办高校每年享受一
定比例的政府补助，学生享

受和公办高校学生一样的
奖学金、助学金、补助以及
助学贷款等。“在以前，学生
欠学费那是真收不上来。自
从有了这些好政策，现在欠
学费的学生很少了。”周玉
树笑着说。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上
下都在规范民办教育机构。
周玉树相信，规范是为了更

好的发展。他说：“这些年，
我区民办教育虽然起步晚，
发展水平较全国还落后一
些，但纵向来看，各方面都
得到了大发展。相信再过10
年，改革开放50年时，我区
民办教育将形成‘气象万
千’的局面，民办教育机构
的认可度、美誉度也必将得
到进一步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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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丁怡全） 在云南
省大理州祥云县刘厂镇王
家庄有一座白墙灰瓦、古
色古香的“三坊一照壁”民
居，这就是革命烈士王德
三青少年时期生活、学习
的地方，如今作为祥云“红
色传承”教育基地的一部
分，仍完整地保留着。

王德三，原名王懋廷，
字正麟，1898年7月生于云
南省祥云县。1921年考入北
京大学，不久加入中国第一
个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
的团体———北京大学马克
思学说研究会。1922年经邓
中夏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秋，受中共北
方区委派遣，王德三到陕
北建立党组织，是陕北地
区共产党组织的创建者和
重要领导人之一。

1925年，王德三回到
北大复学，先后任中共北
京区委委员、北京团地委
委员和经济斗争委员会书
记等职，参加北京工人运
动的领导工作。

1927年2月，时任黄埔
军校政治教官的王德三受
党指派回到云南工作，历
任中共云南省特委、临委、
省委书记，是党的第六次
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
革命处于低潮。王德三根据
云南地方军阀的实际状况，
继续领导人民开展坚决的
革命斗争。按照党的八七会
议精神，1927年底，中共云南

省委把工作重心转移到铁
路沿线，在蒙自、个旧厂矿
和滇南农村继续坚持斗争，
开展了深入工农的艰苦工
作。

1930年1月，王德三当
选为中共云南第一届省委
书记。在白色恐怖和极端困
难的条件下，他领导云南省
各级党组织和各族人民进
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他深
入少数民族聚居区，认真总
结党在民族地区工作的经
验教训，向少数民族群众宣
传党的主张，启发少数民族

兄弟的阶级觉悟。他针对滇
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工作，主
持制定了《少数民族问题大
纲》，这是中国共产党在云
南少数民族工作的第一个
纲领性文件。

1930年11月，因叛徒出
卖，王德三不幸被捕。在狱
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
不为所动，写下了感人至深
的万言《遗书》。《遗书》中他
这样对父亲说，“儿非病死
短命，是被人压迫去成仁就
义。”“如果要偷生苟活，那
就要做出些无廉耻的事情，

那时你儿子又有什么脸在
人世上？”“儿现时只有拿定
主张，把身子献给人类了！”

1930年12月31日，王
德三在昆明英勇就义，年
仅32岁。

祥云县“红色传承”教
育基地管理中心主任王锦
琼介绍，每年都有不少于3
万人，从全国各地来到王
德三故居缅怀英烈。“王德
三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
生命，他为了真理、为了正
义敢于抛头颅洒热血的精
神值得所有人学习。”

发展中的民办教育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刘志贤

云南人民解放之路的开拓者和奠基人———王德三

王德三（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