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锡林郭勒：让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巴依斯古楞

2018年11月29日，在
苏尼特右旗额仁淖尔苏木
阿尔善图嘎查，锡盟农村
牧区“不忘初心、凝魂聚
气、固本强基”工程第三轮
宣讲活动正式拉开帷幕。

此次活动特别邀请国
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布仁其
木格和锡盟蒙医院肾内科
主任医师巴根，围绕如何
传承良好家风家教、怎样
预防高血压和糖尿病及关
节炎等常见病等内容，为
牧民上了一堂生动的辅导
课。牧民娜木吉拉玛说：

“这样的辅导课我们爱
听。”现场有像娜木吉拉玛
一样60岁以上的老人20多
名，他们都是自发前来参
加活动的，可见活动在牧
民当中很受欢迎。

苏尼特右旗阿尔善图
嘎查是锡盟“不忘初心、凝
魂聚气、固本强基”工程4
个试点之一。2018年8月，
锡林郭勒盟为了让党的好
政策在农村牧区落地生
根、开花结果，选择在牧区
2个嘎查、农区2个村为试
点，有机整合组宣统、工青
妇、政法、民族宗教、乌兰
牧骑等资源，组织实施了

“不忘初心、凝魂聚气、固
本强基”工程。

“工程实施中，我们
不走过场、不搞形式，用
农牧民喜闻乐见的形式
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为他
们送去真正需要的内容，
切实解决服务群众‘末梢

堵塞’的问题，力争让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更加
畅通。”锡林郭勒盟委副书
记、政法委书记、锡盟“不
忘初心、凝魂聚气、固本强
基”工程领导小组第一副
组长包国权介绍说，我们
要打造的是宣传贯彻党的
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的铸魂工程，是助力脱
贫攻坚、推动乡村振兴、促
进民族团结进步、加快转
型发展、弘扬社会主义法
治精神的品牌工程，更是
让农牧民群众暖心又实
惠的民生工程。

长期以来，文化水平
参差不齐、居住分散、通
讯闭塞等原因导致广大
农牧民对党的好政策的
理解度不够深入。用牧民
孟克的话讲，我们牧民最
欠缺的不是理论层面的
学习，而是如何使理论结
合实际的问题。他是东乌
珠穆沁旗乌里雅斯太镇
恩克吉日嘎郎嘎查党员
中心户，在“不忘初心、凝
魂聚气、固本强基”工程
试点推进当中，在他家举
办了2次活动。

“第一次给我们讲了
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让
我们了解了草原畜牧业
的发展方向，而且对牧民
最关注的民生热点问题
进行了阐释。第二次邀请
律师，对我们身边发生的
具体案例进行了解读。还

现场示范应对突发情况
的急救措施。这样的活动
我们真心拥护。这几天，
不时有牧民在嘎查微信
群里打听下次活动举办
的时间呢。”孟克说。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对于居住分散的草原牧区
来说，送去什么才能让基
层党组织凝魂聚气，从而
达到固本强基的目的？经
过一番深思熟虑，锡盟确
定在工程的实施中，分主
题开展送“理论、政策、法
律、文化、健康、技能、和
谐、关怀”的八送下乡活
动。“不忘初心、凝魂聚气、
固本强基”工程犹如春风
般把农牧民最需要的政策
和知识送到了他们身边。

在多伦县北村开展的
活动中，宣讲小分队为村
民们送医上门，为他们把
脉问诊，给予用药指导。村
民李凤珍说，送健康下乡
好，免费看病查病，还免费
送药，对我们老百姓是真
实惠。统计显示，试点工程
启动以来，锡盟两级相关
部门已为1000多名群众提
供了义诊服务。

“说实话，第一轮的
宣讲当中，参加的牧民都
是请过来的，等到第二轮
活动举办时，几乎嘎查所
有的男女老少都主动前
来参加。”东乌珠穆沁旗
恩克吉日嘎郎嘎查党支
部书记苏德额尔敦笑着
说。就在该嘎查举办的第

二轮宣讲活动中，专门邀
请了律师事务所律师围
绕与牧民生产生活息息
相关的法律知识，通过案
例分析、现场咨询等方式
向牧民们授课。“这次律
师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
具体案例，讲了大家想要
了解的法律知识，相信听
过讲座的牧民应该不会
犯醉驾、酒驾等事儿了。”
牧民乌云塔娜说。

在“不忘初心、凝魂
聚气、固本强基”工程的
实施中，锡林郭勒盟组织
安排律师，以“以案释法”
的形式，围绕赌博的害
处、自媒体利用外出打工
等内容，为广大农牧民送
去了法律服务，切实提高
了他们的法律素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从被动参与到主动拥护的
变化，秘诀凸显在“好看、
有用”两个词上。在太仆寺
旗大圪峒村82岁老党员刘
桂兰看来，能学到有用的
知识，还能欣赏到好看的
演出，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创新内容，达到
“好看、有用”的目的，锡林
郭勒盟在工程实施中，因
地制宜、整合资源，运用乌
兰牧骑平台，创作了一批
通俗易懂、脍炙人口的文

艺作品，把宣讲内容贯穿
到作品中，由乌兰牧骑与
农牧民互动演出，为广大
农牧民送去知识和欢乐的
同时，传递党的声音和关
怀，深受农牧民欢迎。

试点工程启动以来，
锡林郭勒盟规定动作和自
选动作相结合，以嘎查村
为单位，采取集中宣讲授
课、文艺互动演出、放映优
秀影片、以案释法说理、有
奖知识问答等组合式宣传
教育形式，通过力量的下
沉，探索基层管理、治理的
新模式，切实让服务群众
最后一公里更加畅通。

据介绍，工程实施
中，力争做到“六个一户
不少”，即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宣
传学习一户不少，党和国
家惠农惠牧惠民政策宣
传一户不少，基本法律常
识宣传一户不少，民族团
结进步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教育一户不少，脱
贫攻坚有关政策宣传教
育一户不少，接受农牧业
产业技能培训一户不少。

在具体工作的开展
中，针对因病因事未能参
加宣讲活动的农牧户，锡
林郭勒盟利用党员中心

户、综治网格化管理系统
以及草原110等平台，把
宣讲内容送到每一位农
牧民家中，确实做到了村
不落户、户不落人。

通过村不落户、户不
落人的“六个一户不少”，
锡林郭勒盟让宣传教育
在农村牧区实现全覆盖、
无盲区，使党和人民群众
的血肉联系进一步密切。

2018年12月初，广袤
的锡林郭勒草原已是天寒
地冻，忙碌了一年的农牧
民也迎来了“寒假”。此时，
该盟“不忘初心、凝魂聚
气、固本强基”工程也已进
入到第三轮。听说工程的
第三轮宣讲教育将为他们
带来电商、微商和算账理
财的内容，孟克高兴得合
不拢嘴。他说，冬季我们的
身子是闲下来了，但脑子
可不能忘了充电。通过一
冬天的学习，相信今年春
天一定会有新变化。

据悉，第三轮宣讲活
动结束后，锡林郭勒盟将
认真梳理和总结“不忘初
心、凝魂聚气、固本强基”
工程实施情况，力争形成
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
的经验，在全盟广大农村
牧区进行推广，向社区延
伸。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
区旌忠巷33号，有一座中
西合璧的青砖红窗小洋
房。这就是江上青烈士史
料陈列馆。

江上青，原名江世
侯。1911年农历4月出生
于江苏江都。1927年考入
南通中学高中部，受刘瑞
龙、顾民元等人的革命思
想影响，当年加入中国共
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走上
革命道路。

1928年夏，江上青转
入扬州高中，同年冬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入狱。1929
年出狱后，改名江上青，
就读于上海“艺大”文学
系，同年转为中国共产党

党员，并担任“艺大”地
下党支部书记，继续从事
地下革命工作。1929 年
冬，再次被捕，一年后出
狱。

1931年“九一八事
变”后，面对日寇侵略和
国民党当局不抵抗政策
所造成的深重灾难，江上
青义愤填膺，饱含激情地
写下长诗《前进曲》。该
诗在当年广为流传，起到
了唤醒民众，鼓舞抗日斗
志的积极作用。此后，江
上青与一批热血青年先
后创办了《新世纪周刊》
《写作与阅读》《抗敌周
刊》等刊物，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革命道理，宣传抗

日救亡、爱国主义和唯物
主义思想，传播革命火
种。

1937年7月，卢沟桥
事变后，江上青发表《卢
沟晓月》，表达抗日救国
的激情。全国抗战爆发
后，江上青等人组织成立
了“江都县文化界救亡协
会流动宣传团”，从江都
出发，溯江而上，广泛开
展抗日宣传，组织动员民
众参加抗日工作。

1938年8月，江上青
遵照党的指示到安徽，在
中共安徽省工委领导下，
参加了安徽省抗日民众
动员委员会的工作，在大
别山区开展抗日宣传工

作。1938年11月，皖东北
地区被日军占领后，中共
安徽省工委宣传部长张
劲夫等派遣江上青等一
批共产党员到皖东北开
展工作，江上青担任国民
党安徽省第六行政区专
员公署专员秘书兼保安
副司令、第五游击区司令
部政治部主任。江上青等
利用合法身份，开展抗日
宣传，培训抗日干部，建
立抗日武装等，并在秘密
党员中建立了中共皖六
区专署特别支部，江上青
任特支书记。

1939年3月，中共皖
东北特委成立，杨纯任特
委书记，江上青为特委委
员。特委成立后，积极协
助张爱萍等推动形成皖
东北国共合作、团结抗战
的局面。

1939年夏，江上青遭
到地主反动武装袭击，身
中数弹壮烈牺牲，时年28
岁。

2012年4月，江上青
陈列馆正式对公众开放。
陈列馆按时间顺序划分7
部分进行展示，通过文
字、图画、场景、投影、幻

影成像等方式展示江上
青短暂而光辉的一生。

作为扬州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陈列馆2018
年开展了“红色基因传承
教育”活动，以便周边中
小学生来此参加社会实
践活动，用实际行动将红
色基因传承下去。“我们
将同更多学校合作，组建
志愿者团队，在更好为社
会服务的同时，用更广泛
的方式传播红色精神。”
江上青烈士史料陈列馆
馆长沙勇军说。

（据新华社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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