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到 2025 年，赤峰中心城市常住
人口要达到120万人以上。

林西县十二吐乡西山根村党支
部书记刘占林讲党课。

敖汉旗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
群众歌咏展演。

（本版图片由赤峰市委宣传部提供）

元宝山区打造“司机爱心驿站”。

巴林右旗委夜校学员正在研读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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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党史之光照亮奋进之路
——赤峰市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综述

□徐永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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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的重要讲话，犹如出征的号令，拉开了
党史学习教育的大幕。赤峰市根据自治区
党委的要求，积极研究部署，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高起点开局、高标准落实、高质量推进。

谋划早，部署实。自治区动员大会结束
后，赤峰市第一时间召开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大会，第一时间印发实施方案、工作方案。
对标中央和自治区关于党史学习教育的重
点任务、节点安排、工作要求，明确时间表和
任务书，明确了3个阶段10个方面的学习
内容，逐项推进、逐项落实。组建8个市级
巡回指导组，通过实地检查、随机抽查、调研
访谈、巡听旁听等方式，开展7轮巡视指导，
及时掌握动态、引正纠偏、推广经验。同时，
在6月上旬印发实施方案，安排部署在全社
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

学得好，悟得深。5月19日晩，赤峰市
委常委会议室灯光明亮，首期学习夜校正式
开班，20多名市级领导正在这里集体学习
党史。他们时而凝神阅读，时而提笔记录，
整个会议室显得格外安静。学习夜校是赤
峰市党史学习教育的一个缩影，自党史学习

教育开展以来，全市各级党组织共开展“集
体自学”8.2万余场，开展专题研讨3700余
场，举办专题读书班2200余场（次），参与近
200万人次。

领导带头学。发挥“关键少数”的带学促
学作用，以上率下，切实形成一级做给一级看、
一级带着一级学的鲜明导向。市级领导干部
先学一步、学深一层、做好表率，组织开办学习
夜校，带头学习4本必读书目和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讲话精神，每周三晚7时至9时固定时间
集中自习，通过做标记、划重点、写体会等方式
真学深悟，形成潜心自学的良好氛围。

聚焦专题学。根据党史学习教育的不
同阶段，设置不同的专题，进行专题学习。
第一阶段设置六个专题，其中，按照百年党
史“革命、建设、改革、复兴”四个不同历史时
期，重点安排四个方面的专题学习；第二阶
段、第三阶段，分别就习近平总书记“七一”
讲话精神、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进行专
题学习。每个专题都要撰写发言材料，开展
学习交流、研讨，真正做到学懂弄通。

真学还要深悟。全市党员干部秉要执
本，重点在三方面悟思想：一是重点学习领

会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感悟思想伟力；
二是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做好

“两个维护”；三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赓续
红色血脉。

讲得透，听得懂。在赤峰市委党史学习
教育宣讲团、各旗县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小分
队进行党史学习教育宣讲的基础上，全市组
建了“永远跟党走——‘四史’百姓宣传团”，
下设嘎查村、社区书记宣讲分团和“先进典
型”宣讲分团。

嘎查村、社区书记宣讲分团开展“3500
支书齐上阵、万堂宣讲大比武”活动，以“大
棚课堂”“炕头课堂”“庭院课堂”等形式，用
土得掉渣的语言讲大道理，深受群众欢迎。

“先进典型”宣讲分团，由“五老人员”、
劳动模范、道德模范、英雄模范以及各行各
业的先进工作者等87人组成，先进典型讲

“四史”，在讲好个人发展和成长故事的同
时，还进一步升华，宣讲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让赤峰市干部群众从“精神谱系”中不断
汲取养分，获取向上、向前、向善的力量。目
前，“四史”百姓宣传团已宣讲12000次，让

“四史”宣传教育入脑入心。

统一部署一盘棋统一部署一盘棋 真学深悟下真功真学深悟下真功

做实“规定动作”，创新“自选动作”。赤
峰市深入学习宣传百年奋斗历程、重大成就
和历史经验，实施了一批接地气的创新载
体，推动党史学习教育热在基层、热在群众。

沉浸式红色走读，让党史学习教育动起
来。依托全市77处烈士陵园等纪念设施、
46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28座历史博物
馆，利用清明节、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等重要
时间节点，通过实地实物、鲜活讲解、互动体
验等方式就近开展现场教学。仅在清明节期
间，赤峰市开展“清明祭英烈·永远跟党走”主
题教育活动1800余场次，通过敬献花篮、鞠
躬默哀、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开展祭扫活动，
缅怀革命先烈，重温革命历史。今年，全市依
托红色资源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活动
2700余场次，参与人数达30万余人次。

融合VR新技术，让党史学习教育新起
来。创新“互联网+展馆”形式，融合VR、

GIS等新技术，打造以“视觉赤峰·爱国先
行”为主题的赤峰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网上
数字家园。项目选取市内18家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将场馆和展品搬上“云端”，聘请真
人录音讲解，形成以语音导览、全景展示、地
图导航、祭奠英烈等互动体验相结合的网上
数字展馆。受众轻点鼠标或者滑动手机屏
幕，就能纵览每个场馆全貌和细节。而VR
技术的应用，给受众带来了沉浸式的体验。
自4月1日正式上线以来，访问量已超过31
万人次。

课本剧展演，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为了扎实推进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赤峰市
组织547个中小学校同步举办“革命英雄在
心中”课本剧展演。全市中小学发动近万名
师生参与课本剧编排、展演，将课本里董存
瑞、黄继光、邱少云等英雄形象以课本剧的
形式在舞台上展示出来。目前，全市共排练

课本剧120余部、展演课本剧240余场次，
有40部精品课本剧在赤峰广播电视台《希
望之星》栏目播出。课本剧展演活动让全市
近8000名学生在快乐的氛围中接受红色教
育，并引导更多的学生参与到课本剧制作、
演出中来。

红色群众文化活动，让党史学习教育响
起来。结合“四史”学习教育和“永远跟党
走·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群众性
主题教育和文化活动，开展群众性文艺文化
活动。组织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
咏活动、“舞动新时代”广场舞大赛、百年百
部电影和优秀电视剧纪录片展播等活动。
全市各级乌兰牧骑开展《党旗高高飘扬》走
基层文化惠民演出活动310余场次，编排了
现代评剧《烽火宁城》《刘胡兰》等78个党史
主题作品，用文化的力量，推进以党史为重
点的“四史”学习教育飞入寻常百姓家。

创新载体学党史创新载体学党史 红色文化润人心红色文化润人心

赤峰市充分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
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五个着力”要
求，用心、用情、用力解决基层的困难事、百
姓的烦心事，让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建立长效机制，实现常态长效。完善固
化以“四办”“三账”“双评”为主要内容的“四
三二”工作机制。急事即知即办、难事合力
共办、愁事提级督办、盼事全程盯办。目前，
通过落实“四办”工作机制，收集各类问题
2.4万余条，已推动解决1.4万余件。实行实
事清单台账化管理，通过建账、领账、清账闭
环管理机制，目前，全市建立重点民生项目
7400余个，907名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
认领民生事项 1510 件，推动解决 762件。
建立“群众评价+组织评定”的“双评”机制，
以激励先进，鞭策后进，推动“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走深走实。

立足新发展理念，实施“反向飞地”项
目。“飞地”多由经济较发达地区“飞出”，进
入欠发达地区。赤峰市本着创新、开放理
念，反向行之，投资5.5亿元，在北京亦庄建
设京蒙协作（亦庄·赤峰）科创产业园。产业
园按照“研发孵化在北京、转化落地在赤峰”
的模式运行，以生物技术和大健康产业为
主，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企业孵

化器，成为京蒙协作的高层次样板工程、示
范项目。

回应群众关切，破解急难愁盼。破解教
育领域的“接送难”和“入园难”。为解决家
长下班时间和学生放学时间不同步的矛盾，
在80%以上的中小学开展课后延时服务，在
辅导学生作业的同时，强化体育、美育教
育。把幼儿园建设列入城市规划，在居民住
宅区依标配建幼儿园。目前，已累计开工建
设幼儿园 85所，新增公办学位 17860 个。
小区配套幼儿园治理后，新增普惠性学位
8135个。

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乡村振
兴，钱从哪里来？巴林左旗“党建引领融惠
农信”模式破解了这个难题。旗信用联社党
委与各苏木乡镇党委、街道党工委之间党建
共建，从农信系统优选12名业务骨干，到乡
镇、街道挂职金融镇长（主任）助理。选聘
183 名基层党组织书记兼任“金融协管
员”。党建融合撬动了金融活水，今年全旗
农牧业贷款余额 61.98 亿元，比去年增长
13.37亿元。

深化政务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为了方
便群众办事，翁牛特旗将楼层较高的政务服
务大厅迁入新址，将大厅所有窗口都设在一

楼，并设置老年人窗口、残疾人帮办代办窗
口等便民服务专区，群众来办事再也不用爬
楼梯了。楼层降下来，服务提上来，实行建
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后，该旗的政府投资、
社会投资建设项目审批时限，已经由原来法
定100个工作日，分别压缩至68个和56个
工作日。

创新基层治理，促进和谐稳定。为了给
基层提供法律服务，赤峰市司法局启动法律
志愿服务进乡村“1155”工程。由全市司法
干警、律师、公证员等参与，千人包联千个嘎
查村，每人每年开展5项法律志愿服务，连
续结对签约服务5年。目前，已培育村（嘎
查）法律明白人1201人、法治带头人1201
人，开展了一系列的法治培训、法律咨询服
务，协助建成了497个村（嘎查）公共法律服
务室。

开展志愿服务，让城乡充满温情。林西
县在“我帮你”志愿服务活动中，组织志愿者
服务队，打造“爱心早餐”品牌项目，让环保工
人吃上了热气腾腾的免费早餐。全市开展

“岗位建功”和“我帮你”志愿服务活动，设立
党员先锋岗、责任区5795个，7万余名党员
组建志愿者服务队2432支，开展志愿服务活
动1万余次，让一抹“志愿红”温暖了一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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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把党史学习教育同总结经验、关照
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赤峰市用五大行
动，把党史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赤峰高质
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五大行动是落实好自
治区对赤峰“五个发展定位”要求的关键举
措，是建设区域中心城市、打造赤峰·通辽

“双子星座”的重要支撑，是赤峰未来五年发
展的总抓手和施工图。

建设现代化区域中心城市行动。增加
城市经济发展活力，提升城市建设管理品
质，让城市公共服务更有温度，城市文化建
设更有内涵。其中，在城市经济发展方面，
要创建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自治区
产城融合发展示范区。到2025年，中心城
市GDP占全市比重达到50%左右，常住人
口达到120万人以上。

建设国家承接产业转移合作示范区行

动。到2025年，全市引进承接产业转移项
目1000个以上，增加产值1500亿元，园区
实现产值较2020年底翻一番，园区基础设
施完成投资200亿元以上，建设盘活标准化
厂房700万平方米，基本建成国家承接产业
转移合作示范区。

建设商贸服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承载城
市行动。到2025年，建设1个国家物流枢
纽、4个自治区级物流枢纽，全市物流业增
加值达到150亿元以上，占地区生产总值的
比重提高至6%以上，全市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年均增长6.5%左右。

建设国家特色文化旅游和生态休闲度
假基地行动。开发核心产品、强化要素保
障、提升品牌影响力，到2025年，培育国家
5A级景区3处、4A级景区9处、国家及自治
区级旅游度假区3处；培育国家全域旅游示

范区4处、自治区全域旅游示范区3处；年接
待游客突破 3500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450亿元。

建设中国北方重要的绿色农畜产品输
出基地行动。到2025年，粮食综合生产能
力稳定在100亿斤以上，蔬菜产能达到850
万吨，肉蛋奶总产能达到240万吨；主要农
畜产品加工转化率达到80%以上，主要农作
物优良品种覆盖率达到98%，主要畜禽良改
率达到97%，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
到85%。

帆满图新志，奋进正当时。赤峰市将始
终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引，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把党
史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干事创业的澎湃动
力，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在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赤峰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学史明志增动力学史明志增动力 奋楫扬帆开新局奋楫扬帆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