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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榕江县
坚持党建引领，依托丰富的森林资源，大力发展林
下种植草珊瑚产业，全县种植草珊瑚面积8.73万亩，
有力促进农民经济增收，助力乡村振兴。近日，榕江
县兴华水族乡星月村合作社种植的草珊瑚迎来丰
收季，图为12月13日，在该村沙坪沟草珊瑚种植基
地，村民在采收草珊瑚果实并进行晾晒。李长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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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新时代”主题成就展网上展馆发布上线

◎中办国办印发《乡村振兴责任制实施办法》

◎中央网信办整治移动互联网应用程序领域乱象

◎工信部印发《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数据安全管理办法（试行）》

◎八部门启动实施重点群体创业推进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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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
精神，安徽铜陵市郊区坚持“三突出”通
过“宣讲+文艺+研讨”的形式，把讲台
搭建到群众家门口，用志愿服务、文艺
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宣传宣讲，让党
的二十大精神落实见效、深入人心。

突出党员干部带头讲，确保宣讲
长效常态走实。认真按照中央及省市
委的统一部署，落实铜陵市文明委宣
传教育活动安排，及时制定郊区宣传
宣讲工作方案，第一时间召开动员部
署会，在全区迅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热潮。积极举办宣
传宣讲骨干培训班，统一配备主题宣
传宣讲资料，开展集中备课和试讲活
动，通过“风媒花讲堂”，实现中心、所、

站三级宣讲网络同频共振。充分发挥
党员领导干部的示范作用，带头开展
学习研讨活动，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分
众化、通俗化宣讲20余场（次）。

突出依托阵地随时讲，确保宣讲入
耳入脑入心。通过“学习强国”平台、乡村
大喇叭、电子显示屏、宣传橱窗等载体，
及时播报、宣传党的二十大报告的新观
点、新论断、新思想，让党的创新理论“飞
入寻常百姓家”。积极邀请市委宣讲团成
员，市委党校的领导、专家、学者开展宣
讲，统筹英模、好人、青年、巾帼等宣讲力
量，深入开展“七进”宣讲活动50余场
（次），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家喻户晓、入
脑入心。充分发挥网格志愿者的积极作
用，组织百姓宣讲队伍开展入户宣讲、微

宣讲活动100余场（次），真正让党的声
音与群众“面对面”“零距离”。

突出创新形式灵活讲，确保宣讲
走进千家万户。通过宣传载体强化宣
传呈现，在“美丽郊区”公众号开设“学
习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专栏”，转载转
发中央和省、市主流媒体党的二十大
新闻报道百余篇，让干部群众通过平
台学习。通过举办道德模范与身边好
人宣讲交流等活动，以文艺的表现形
式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唱出来”“演出
来”。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党的二十大
精神进农户”等宣讲活动60多场（次），
把宣讲阵地从报告厅、宣讲室搬到班
组车间、建筑工地、农家小院、田间地
头，让党的二十大精神走进千家万户。

党的二十大召开以来，青海省西宁
市始终牢牢把握正确方向导向，扎实开
展党的二十大精神宣传宣讲工作，截至
目前，全市近90余支各级各类宣讲队
伍开展线上线下宣讲1300余场（次），
覆盖党员干部群众50余万人（次），持
续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人心。

精心安排部署，发挥“头雁”效应有
力度。市委扎实做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宣传贯彻工作，印发《党的二十大精
神宣传工作方案》《党的二十大精神宣
讲工作方案》，成立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市委宣讲团并召开宣讲动
员会，对全市宣讲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
署。市委主要领导带头开展宣讲，市级
领导为各自乡村振兴联系县（区）、乡
（镇）、村（社区）开展宣讲活动40余场
（次）；邀请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省
委宣讲团为全市各级党员领导干部670
余人开展宣讲；组织3名党的二十大代
表结合参加党的二十大的亲身感受，开
展不同形式宣讲12场（次）；市、区委两
级宣讲团成员通过腾讯会议、远程视频
讲座、微讲堂等形式开展宣讲30余场
（次）；各级党员干部通过腾讯视频会议
形式作报告讲感受，聚焦重点难点问题
阐释解读300余场（次）。

强化学习引领，促进学思践悟有深
度。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及时制定学习
计划，第一时间传达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各级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将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第一议
题，坚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组织党员
干部通过电视、广播、网络等渠道，及时
收听收看党的二十大开幕会直播，利用
视频会议、“三会一课”等形式，持续开

展“领导干部讲党课”“科室长业务大讲
堂”等活动，共开展研讨交流、心得分享
等学习活动400余场（次）。充分发挥

“学习强国”西宁学习平台等网络学习
平台作用，积极开展线上学习，确保全
市各级党员干部学习“不打烊”“不断
档”，在网上网下学、集中分散学、全面
深入学的过程中，迅速掀起了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精神的热潮。

发挥品牌效应，突出主题宣讲有高
度。充分发挥基层理论宣讲品牌在宣讲
工作中的示范引领作用，突出品牌特
色、精心组织谋划、开展主题宣讲，在各
地区各行业营造了宣讲的浓厚氛围。团
市委发挥“青年讲师团”“红领巾巡讲
团”贴近青年的优势，深入各领域青少
年群体开展宣讲活动9场（次）；大通县

“百姓话廊”发挥民间曲艺人才优势，创
作推出皮影戏《倾听党的二十大》等系
列文艺宣讲视频，取得良好反响；城北
区“薪火”宣讲团深入解读党的二十大
报告知识点，推出系列宣讲视频6期；城
中区“蒲公英宣讲队”持续发挥1+N宣
讲队伍优势，利用“家庭小党校”“板凳
会”等形式，变“固定讲台”为“移动课
堂”，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有收获，进
一步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入脑入心。

结合文化活动，深化守正创新有温
度。全市文化文艺工作者，精心谋划，在
宣讲形式与宣讲内容结合上下功夫，创
作出了歌曲《人民就是江山》、情景快板
《学习新党章 开启新征程》》、打搅儿《锦
绣中国万万年》、剪纸《民族团结一家
亲》等文艺文化作品130余件。持续开
展“我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文艺
轻骑兵”西宁市群众文化系列活动文化

（云）专场展演近40场（次），展出舞蹈
《领航》、河湟花儿《党的政策暖人心》等
优秀作品180余个，同步通过“云端”发
声，对各类作品进行线上展播，累计观
看点击量50万余人（次），在潜移默化
中把党的二十大精神传递到群众身边，
让理论知识变得通俗易懂，既“接天线”
又“接地气”，实实在在让党的二十大精
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聚焦“云端”平台，推进线上宣讲有
广度。各地区各部门根据宣讲内容，针
对不同受众，灵活运用“西宁微讲堂”

“大通融媒”“魅力西区”等各类新媒体
平台，不断优化“线上宣讲套餐”，策划
推出《党的二十大知识挑战赛》《党的二
十大精神在基层》《青年大学习》等系列
微宣讲专栏50余个、共发布宣讲视频
400余期，点击观看量近100万人（次），
通过理论阐释类、知识竞答类、嘉宾访
谈类等不同类型的宣讲栏目，把宣讲内
容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短平快”宣
讲视频，将“小版块”学习平台转变为广
大党员干部学习的“微课堂”和领会党
的二十大精神的“新阵地”，不断扩大党
的二十大精神宣讲广度。

激发媒体合力，促进全媒联动有强
度。主动对接媒体，通过成就报道、专题
报道等形式，持续扩大宣传效果。协调中
央和省级媒体刊播重点成就类报道上千
条次，市级媒体刊播重点成就稿件1.3万
余篇，全市各级各类政务网站、新媒体账
号转载转发相关重点稿件6.7万余条，全
媒体平台发布《听报告 话心声 鼓干劲》
等重点报道2100余条（次），全网总阅读
量超2000万，在全市营造了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的浓厚氛围。

为更好地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四川省资阳市雁江区充分发
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作用，
整合资源、统筹力量，运用“四维课堂”
多层次、多形式、多场景地开展党的二
十大精神宣讲活动，将党的二十大精
神沁入百姓心，全面掀起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二十大精神高潮。

“固定课堂”集中学。依托宣传宣
讲主流阵地，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理论宣讲室、红色讲习所等
阵地资源，建立全覆盖宣讲的线下固
定课堂，开展集中讲学。注重发挥头雁
领学作用，由区领导带头先后到包联
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等开展宣传宣
讲。整合区委宣讲团17个宣讲分团力
量，专家学者、党的二十大党代表、道
德模范等，分赴全区各新时代文明实
践所（站），开展全覆盖、分众式宣讲。

“移动课堂”灵活学。通过定点宣

传、院坝党课、送学上门、文艺演出等方
式，丰富拓展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送学
讲学载体，在潜移默化中将党的二十大
精神传递到百姓心中。在各新时代文明
实践阵地及周边设置党的二十大精神
现场教学点、制作学习宣传专栏，保和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利用“村村响”大
喇叭向全镇播报学习内容，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声入人心”；老君镇新时代文
明实践所《偶讲党的二十大》以“木偶剧
表演+音乐快板”的形式，让党的二十大
精神“飞入寻常百姓家”。

“指尖课堂”随时学。充分发挥新时
代文明实践中心“三融”矩阵作用，丰富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尖课
堂”，引导全区党员干部群众利用碎片
化时间开展学习。区融媒体中心开辟

“理上网来”“五分钟微课”等栏目，持续
推送“党的二十大 一起来答题”121期、

“学习进行时”82期，推送“青声领雁学”

40余条，通过语音、视频、图片和文字等
形式营造学报告、共奋进的浓厚氛围。
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利用

“长寿雁江”“雁江之声”及微信群、QQ
群等载体，推送党的二十大精神要点、
学习宣传动态等，不断拓宽学习渠道。

“实践课堂”拓展学。组织全区各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站长到伍隍镇印合村新时
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实地观摩，通过参观川
南剿匪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等方式，进
一步强化理想信念教育，锤炼提升党性修
养。从受众需求出发，小切口导入，通过

“榜样现场讲、党员志愿讲、百姓身边讲”
的方式，为干部职工、社区居民、青少年等
群体分类答疑解惑，解决实际问题。围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组织志愿者
深入社区、村组，问需于民，开展农机培
训、健康义诊、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等便民
志愿服务活动200余场（次），推动党的二
十大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
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
基础与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
曲阜 9 年多来，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和阐发成为全社会的重
要共识，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成为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的自觉行动。在党的领导下，我国文
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
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新
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开创党和国家事业全新局面提供了
强大正能量。

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重
视、部署推动，使我们更加清醒地认
识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
得的独特资源。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
主的知识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中
国学术界紧跟国家发展的步伐，坚持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构建具有中国
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学科体
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锻造与“强
起来”的新时代中国相匹配的思想学
术文化软实力。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
“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
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
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
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界而言，只有
把中国实践研究好、总结好，才能为
实现更好发展、解决世界性问题提供
更多思路和办法。比如：“中国奇迹”
的密码是什么、中国经验给人类社会
提供了哪些启示，等等。回答这些问
题，需要扎根中国大地、聚焦伟大实

践、反映时代特征，加快构建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
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
叶茂。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
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
善邻等传统文化精华，在今天的中国
大地依然有着旺盛生命力，如何把这
些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念
激活，是当下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我们应加快探索构建一种与中国式
现代化相匹配、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可对接的新的生活方式，不断夯实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
和群众基础，让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牢
牢扎根。

筑牢思想根基赋予宣讲温度
——西宁市多措并举扎实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见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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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珊瑚果实红促增收村民乐

四川省举行2022年中华经典诵写讲演
系列活动主题展演暨颁奖仪式

本报讯（记者 周洁）书香浸润慧
人生、经典筑梦向未来。12月 15日
晚，四川省2022年中华经典诵写讲
演系列活动主题展演暨颁奖仪式在
四川音乐学院临空经济区校区美术
学院礼堂举行。

四川省2022年中华经典诵写讲
演系列活动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
四川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中共四
川省委教育工作委员会、四川省教育
厅联合组织开展，以“书香浸润慧人
生 经典筑梦向未来”为主题，旨在深
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
神，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
公厅《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
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全面深入实施
中华经典诵读工程，提升社会大众特
别是广大青少年的语言文字应用能

力和语言文化素养，营造亲近中华经
典、热爱中华经典的社会氛围，构筑
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这是四川省连续第四年组织开
展中华经典诵写讲演系列活动。与往
年相比，今年的系列活动在开展诵读
中国经典诵读大赛、笔墨中国汉字书
写大赛、诗教中国诗词讲解大赛、印
记中国师生篆刻大赛、蜀风诗韵中小
学生诗词大会等活动基础上，增设了
书香天府经典阅读、中小学生中华经
典课本剧创作表演比赛等活动。活动
开展以来，共有5000多个行业基层
单位、7000多所学校以及1万多个家
庭，累计 200 多万人次直接参与活
动，创作参赛作品57万余件，关注人
数超过2300万人次。

主题展演中，《大学之道》《青春
万岁》《回延安》《等待》《花萼山那一

轮明月》《以奋斗向你致敬》等部分优
秀作品登上展演舞台。活动现场为诵
经典、写经典、讲经典获奖单位颁奖，
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科学城春蕾学
校、凉山州公安局等单位荣获一等
奖，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省图书馆、
成都理工大学等单位荣获二等奖，西
南石油大学、成都文理学院、四川天
府新区白沙中学等单位荣获三等奖。

诗言志，词咏意。本次活动不仅
诠释了中华优秀文化内涵，彰显了中
华语言文化魅力，弘扬了中国精神，
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
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
起磅礴精神力量，激励着四川儿女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传
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讲
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
好中国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