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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赵青）
5 月 26 日至 29日，首届
海南自贸港文明实践论
坛暨志愿服务培训班在
海口举办，集中展示海南
自贸港新时代文明实践
建设成果和群众的良好
精神风貌。

本次活动由海南省
委宣传部、海南省文明办
主办，海口市委宣传部、
海口市文明办、海口市琼
山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海口市美兰区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承办，以

“提升‘动员、整合、引导、
服务、创新、保障’六种能
力，健全更加务实的新时
代文明实践运行机制”为
主题。中央文明办相关部
门负责人、国内知名专家
学者和来自全国 6个省
市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代
表工作者齐聚一堂，为海
南自贸港文明实践发展
献言献策。

活动中，与会嘉宾围
绕如何建立“一呼百应的
动员机制、提质增效的整
合机制、潜移默化的引导
机制、供需对接的服务机
制、充满活力的创新机
制、常态长效的保障机
制”六大运行机制话题，
探讨如何健全更加务实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运行
机制；参加海南自贸港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工作培
训班，推动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走深走实、提质增
效；前往海口市琼山区红
旗镇道崇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美
兰区三江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秀
英区施茶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实
地观摩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成果；
参加海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
服务项目展示活动，观看琼山区

“我是能人”志愿服务群英会，了解
海南省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
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果，感受自贸
港建设背景下海南老百姓向上向
善、勤劳奋斗的精神风貌。

据了解，2018年8月启动试点
以来，海南省按照中央部署，紧紧
围绕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一
个目标、四个定位、五项工作、三个
到位、六种能力”的总要求，坚持文
明实践、文明培育、文明创建紧密
结合，高标准严要求推动试点工作
在省域范围实现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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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
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新县，
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地，大别山
腹地。革命战争时期，不足10万
人的新县为革命献身5.5万人；鄂
豫皖苏区创造了“28年红旗不倒”
的奇迹。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
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兰考，焦裕禄精神诞生地。20世纪
60年代，“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
禄在这里带领群众种泡桐、除“三
害”。虽然仅在兰考工作了 475
天，焦裕禄却在群众心中铸就了
永恒的丰碑。

巍巍青山，唱不尽英雄赞歌；
滚滚黄河，淘不完英雄故事。站在
发展新起点上的河南，通过传承
红色基因，用好红色资源，谱写新
时代绚丽篇章。

情 怀

【红色足迹·焦裕禄同志纪
念馆】

2014年3月17日上午，习近
平总书记一到兰考，就直接前往
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总书记说：

“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
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
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
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
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
在我心中。”

“当总书记看到焦裕禄曾用
过的藤椅时，他眼含热泪。虽然已
经是第二次来了，但在馆内看到
焦裕禄提出的‘干部十不准’时，
他依然十分认真地逐字逐句阅
读。”曾在2014年为习近平总书
记作讲解的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副
馆长董亚娜依然记得彼时的
情景。

【红色历史·“把泪焦桐成
雨”】

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口，一棵
泡桐树粗壮挺拔，华盖如云。这棵
已生长了58年的老树不负期待，
桐花再次绽放。

1990年7月15日，时任福州
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有感于焦裕禄
精神，写下了《念奴娇·追思焦裕
禄》一词。词中写道：“百姓谁不爱
好官？把泪焦桐成雨。”此处的“焦
桐”，正是焦裕禄干部学院门前这
棵树。

这是1963年，焦裕禄亲手种
下的一株小树苗。1962年焦裕禄
来到兰考时，兰考正深受风沙、盐
碱、内涝之苦，为了整治“三害”，
焦裕禄亲自带头查风口，探流沙，
察洪水。了解到泡桐可以挡风压
沙，焦裕禄又带领全县干群大规
模种植泡桐。焦裕禄去世后，当地
群众为了纪念他，亲切地将他亲
手栽种的泡桐称为“焦桐”。

【缅怀】
“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

换新天。”焦裕禄曾用生命喊出的
豪言，如今在兰考已变为现实。目
前，兰考县已成为全国粮食一个
重要生产基地，全国小麦、棉花、
油料生产百强县。两岸的黄河湿
地每年都会有大雁、天鹅、斑嘴鸭
等200多种野生动物栖息繁衍。

每年，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聆听焦裕禄的故事，学
习焦裕禄精神。截至今年4月，焦
裕禄同志纪念馆已接待游客 90
多万人次。焦桐树下，不少人缅怀
静思，共同纪念那个永恒不朽的
英魂。

董亚娜已在焦裕禄同志纪念
馆从事了28年讲解工作，总有人
问她，日复一日讲解着同样的内
容，会不会感到厌倦？她说，越讲
焦裕禄精神，就越能感受到焦裕

禄精神的伟大。“焦裕禄书记是一
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常读常新。”

信 念

【红色足迹·鄂豫皖苏区首府
烈士陵园】

2019年9月16日下午，习近
平总书记来到位于新县的鄂豫皖
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瞻仰革命烈
士纪念碑、纪念堂，远眺英雄山上

“红旗飘飘”主题雕塑。
总书记强调，我每次到革命

老区考察调研，都去瞻仰革命历
史纪念场所，就是要告诫全党同
志不能忘记红色政权是怎么来
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怎么来的，就是要宣示
中国共产党将始终高举红色的旗
帜，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把先辈们开创的事业不断推
向前进。

【红色历史·山山埋忠骨、岭
岭皆丰碑】

新县被民间誉为“将军县”。
这里是黄麻起义策源地、鄂豫皖
苏区首府所在地、刘邓大军千里
跃进大别山落脚地，先后诞生了
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
八军等主力部队。

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
山埋忠骨、岭岭皆丰碑——这是
新县儿女用鲜血和生命赢得的至
高礼赞。

【赓续】
革命博物馆、烈士陵园等是

红色基因库。近年来，新县通过讲
好党的故事、英雄和烈士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加强红色教育。

2020年，由新县烈士家属、红
军后代党员组成的新县英雄山党
支部揭牌成立；全县近5000件革
命文物、365处遗址遗迹登记造册

加速推进，其中，已建成国家级重
点文物保护单位15处，省级文物
保护单位14处，市县级保护单位
128处……

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新县重温
革命历史。2020年，全县共接待
游客926.5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
收入69.3亿元。“新县会讲好大别
山的革命故事，把老区建设得更
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新县县委书记吕旅说。

拼 搏

【红色足迹·张庄+田铺大塆】
2014年 3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兰考县东坝头乡张庄村考
察。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切实关心
农村每个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
通过因地制宜发展产业促进农民
增收致富。

2019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新县田铺乡田铺大塆考察调
研。他指出，依托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和绿色生态资源发展乡村旅
游，搞活了农村经济，是振兴乡村
的好做法。

【红色历史·兰考最大风沙
口+刘邓大军临时指挥所】

“冬春风沙狂，夏秋水汪汪。”
张庄村，地处九曲黄河最后的一
道弯，曾是兰考最大的风沙口，饱
受风沙肆虐。1963年，焦裕禄带
领工作队在这里组织群众挖泥封
沙，栽种刺槐，成功找到防治风沙
的良策。

大别山青龙岭山下，田铺大
塆，一个依山傍水、距今有400余
年历史的传统村落。1947年，刘
邓大军南下时，在田铺大塆设立
了临时指挥所。

【发展】
近年来，河南省以红色资源

为依托，不断发展乡村旅游助力
乡村振兴；以产业集群为重点，不
断壮大老区县域经济实力。2020
年，河南省大别山革命老区地区
生产总值增速高于全省近2个百
分点，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
全省0.7个百分点。

为了纪念摆脱贫困，张庄村
将村里的主干道命名为“幸福
路”。“过去主干道是‘雨天一地
泥，刮风一脸土’，现在是‘出门水
泥路，抬脚上客车’。”张庄村驻村
工作队队长庄艳斐说。据了解，张
庄村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13年
底的3000元左右，增长至如今的
15000元。还建成焦裕禄精神体
验教育基地、“兰考四面红旗”纪
念馆等，年接待游客达 15 万
人次。

“老家寒舍”是田铺大塆第一
家民宿，店主是村民韩光莹。他
说：“现在，我的店平均入住率达
到60%以上，每个月的纯收入过
万元。”2020年，田铺大塆入选全
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名单，全年旅
游综合收入超过2000万元。

“亮出开放、生态、幸福的新
名片，需要我们赓续精神血脉，汲
取奋进力量，以永不懈怠的精神
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在
乡村振兴中走在前、作示范。”兰
考县委书记李明俊说。

红色传统，正成为新时代中
原更加出彩的力量支撑。空中、
陆上、网上、海上“四条丝绸之
路”通达全球，米字形高铁网加
快形成；6500多万劳动力优势更
加凸显，人力资源呈现结构优
化、层次提升的良好态势。在革
命先辈坚持不懈、百折不挠的奋
斗精神感召下，9900万中原儿女
正不断拼搏进取，奋力谱写出彩
新篇章。

（新华社王圣志双瑞翟濯）

焦桐常青，精神永存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河南篇

◎ 成立特色宣讲团
打通党史学习教育

“最后一公里”

这些日子，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越西县西城中学青年女教师
莫色小兰在上课时，会将一些党史
知识融进授课内容。“我想让孩子
们进一步体会到今天的幸福生活
来之不易，用最好的学习成绩来回
报党的恩情。”莫色小兰的党史讲
解课在学生中深受欢迎。

同样受欢迎的还有眉山市一
群由百岁老党员组成的宣讲团。

“我的党龄比有些人的年龄还大。”
百岁老人余彬林已有68年党龄，
他结合自身实际讲党史忆党恩，目
前，已向不少机关干部、村(社区)
党员、预备党员、小学生、志愿者等
讲述了建党以来自己亲身经历的
变化和故事。当下，包括百岁老党
员在内，眉山已组织优秀志愿者、
道德模范、“五老”志愿者等先进典
型和代表人物300余人次，走进全
市200余所学校（企业）和300多
个社区（村）、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纪念馆等场所，开展党史故事、新
中国发展故事、革命英雄故事等宣
传宣讲活动500余场次。

为在青少年群体中更好地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今年4月，中共
四川省委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专
门成立了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年宣

讲分团，从团中央和团省委青年讲
师团成员、高校青年讲师、“青马工
程”学员、省青联委员、“四川青年
五四奖章”获得者等群体中，选拔
了 100 名政治素质好、理论水平
高、表达能力强的青年讲师，赴学
校、企业、农村、社区等地，通过集
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宣讲
活动。四川各市（州）积极组建青年
宣讲分团或青年宣讲小分队，开展
各类宣讲活动。

为做好党史宣传工作，四川各
地各单位组织邀请理论工作者、实
际工作者、一线劳动者等群体积极
参与，组建“专职+兼职+志愿者”
三合一的宣讲队伍，特别是组建以
老干部、老战士、老党员、老教师等
为骨干的“老字号”宣讲队，以英雄
人物和模范人物为骨干的“英模
号”宣讲队和新时代文明实践青年
宣讲团。这些宣讲队员走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所、站），走进企业、
校园、革命展览馆、博物馆、纪念
馆、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场所，打
通党史学习教育“最后一公里”。

◎ 创新学习形式
让党史学习教育“有

言有味”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游客听
我言。喜迎建党百周年，全党发出
总动员。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
开新局……”“五一”假期期间，四

川宜宾蜀南竹海景区内整齐的快
板声和朗朗上口的党史快板词吸
引了各地游客，大家纷纷驻足，加
入听快板、学党史的队伍中。

打快板的4名志愿者来自宜
宾市长宁县竹海镇老年协会。志愿
者宋永环说，得知景区招募党史宣
讲志愿者后，她就报了名。志愿者
们经过商量，决定以快板的方式宣
传党史，并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
这首《牢记党恩》，接地气的宣传方
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更生动有趣，深
入人心。

和宜宾一样，为了将学习宣传
党史和文旅工作有机结合，让游客
在游中学、学中游，四川各地也纷
纷出招，以新颖的方式让党史学习
教育“有言有味”。

绵阳市游仙街道在公众号“意
期仙游 游仙之窗”上推出了趣味
学党史“党史连环画”系列，生动细
致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
程。精简的文字和大量的漫画，降

低了党员和群众党史学习的门槛。
寓教于乐、诙谐有趣、直白易懂的

“党史连环画”一经推出，反响热
烈。市民纷纷点赞——“这个形式
很有意思，看着漫画就学习了党史
知识，非常轻松。”“这让我想起了
以前的小人书，有一种亲切的感
觉。”“非常好，老少皆宜，直白易
懂，学起来毫不费力。”……

成都市各区（县）则依托“互
联网+宣讲”让百年党史“声声不
息”。成都市新都区发挥融媒体优
势，依托喜马拉雅网络电台，通过
新都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之声《新·
声》栏目，重点推出党史有声读物
《香城之声——学习小礼堂党史
教育特别节目》，截至目前，节目
网络收听量已达 4万余次。双流
区结合区域特色，在空港之声节
目推出了《双流党史100年》有声
书，通过音频方式讲述双流党史
重大历史事件、党史人物、党史胜
迹等内容。 （下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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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一片孕育红色基因、富有革命传统的热土，诞生了一大批彪

炳史册的党史人物。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红色文化，唱响爱党爱国爱

社会主义的时代主旋律，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人心，目前

四川各地正广泛开展“永远跟党走”宣讲志愿服务专项行动，展示中国

共产党成立百年以来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从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眉山市组织志愿者进学校开展眉山市组织志愿者进学校开展““学党史学党史感党恩感党恩跟党走跟党走””活动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