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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场深刻透彻的党史宣讲，一个
个以革命先烈、时代英雄为榜样的红色
资源现场教学活动，一次次涤荡心灵的
深入学习和研讨，一桩桩解民忧、聚民
心的民生实事……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
以来，一项项丰富创新的活动如一粒粒

“红色种子”播撒在自治区政协机关每
一名党员、干部心中。大家将党史学习
教育激发出来的巨大政治热情，转化为
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真正做好学党
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以上率下专题研讨 深刻感
悟思想伟力

根据《自治区政协党组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实施方案》安排部署，自治区政
协党组成员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
理，认真抓好自学。充分发挥政协党组
理论学习中心组的示范引领作用，每月
开展 1次集体学习，并分 6个专题深入
开展学习探讨。

5月 25日，自治区政协党组理论学
习中心组第六次学习会暨党史学习教育
第二次专题研讨会召开，与会人员围绕
第二专题“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
终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和“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进行专题研讨。
自治区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崔波发

言时指出，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就是一部
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的历史。无论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新时期，还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每一个重大时刻、
每一次关键抉择，都基于我们党较好把
握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大势，推动中国
革命建设和发展不断取得新胜利。

“增强共同体意识是促进各民族共
同繁荣发展的需要。”自治区政协党组副
书记李彦凯谈到，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
了中华民族共同心理特征，是维系中华
民族团结统一的强大精神纽带和推动中
华民族发展进步的强大精神动力。

自治区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郑震
在作主题发言时说，宁夏是民族团结的
典范，有着光荣革命传统、艰辛建设历
程、改革创新实践和民族团结优势，为
此，我们在推进现代化建设新征程和美
丽新宁夏建设中，既要通过学党史、悟
思想，深刻领会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寻
找民族团结的“基因密码”，又要在办实
事、开新局中汲取共同团结奋斗的智慧

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规律的定义是什么？要从哪几个

方面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自治区政
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分党组书记、
主任宋建钢说，要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
执政规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
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改革开放规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人民
政协作用规律等，进一步着力探索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构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和“两个循环”的新格
局，实现新时代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
展，迈入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的轨道，强化人民政协在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事业中的重要作用。

创新形式丰富载体 促进学习
教育走心走实

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生动的教科
书，蕴含着丰富的政治营养，扎实推进
党史学习教育显得尤为重要。怎样讲
活讲透百年党史？如何让党员、干部爱
学愿学？自治区政协机关不断创新方
式方法，多种形式回眸历史，将“规定动
作”与“自选动作”结合起来，营造出机
关上下党史学习教育的浓厚氛围。

5 月 20 日，自治区政协机关举办
“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讲座，邀请自治
区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员，自治区文
史研究馆党组书记、馆长张锋同志为机
关党员、干部作专题辅导。讲座中，张
锋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
刻内涵”“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

伟大意义”“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
增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
自觉”三个方面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和
阐述。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中国
共产党光辉奋斗的 100年，也是统一战线
凝心聚力的 100年，正可谓百年团结路，
凝心聚力史。”5月 24日，宁夏社会主义
学院教授、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党制度
研究中心理事石媛受邀以“统一战线和
中国共产党百年”为题，为政协机关党
员、干部作专题辅导，赢得阵阵掌声。

专题辅导之后进行思考，可以更加
有效地帮助提升党史学习教育成效。

5 月 26 日，自治区政协机关党组
2021年第七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
党史学习教育第二次专题研讨会召开。
与会人员谈认识、谈体会、谈收获。大家
表示，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明确近代以
来中华民族奋斗历程，更好认识历史规
律和时代大势，挖掘丰富深厚的历史资
源，汲取磅礴奋发的精神之力，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早日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传承党的百年光辉史基因，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既是我们每名党
员干部的政治责任，也是各族群众的共
同愿望。”“作为一名党员干部，要把开
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融入日常工
作生活中，为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
和 谐 的 社 会 主 义 民 族 关 系 贡 献 力
量。”……期间，自治区政协机关各党支
部也分别围绕第二专题开展了集中学
习和研讨。 （下转03版）

统筹资源创新形式 学习热潮再升温
——自治区政协高标准高质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第二专题走深走实

本报记者 赵婵莉 单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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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校社共育，顾名思义，由家庭、学校和社区
共同形成合力为孩子们提供最合适的教育。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社’放大引申到其他社会团体力
量，在社区的组织下，共同汇集到教育这个焦点上
来。”6月 8日，在银川市金凤区湖畔嘉苑社区，该社
区党委书记纪菲菲介绍。

这里不仅被确定为全国家庭教育创新实践基
地，还被自治区妇联设立为宁夏首家家校社共育家
庭建设指导服务站。这意味着金凤区家校社共育家
庭建设指导试点工作将从这里起步，由自治区妇联、
教育、民政部门对各中小学（幼儿园）、社区家长学校
家庭教育指导服务工作，推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及
社区教育密切配合、相互促进，形成家校社共育强大
合力，逐步探索金凤区家校社共育家庭建设新模式。

家校社共育家庭建设指导试点工作，是今年金
凤区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
践活动，着力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机制新品牌、打造
新亮点，促进全区青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
的一项创新举措，也是辖区推进教育改革的一项具
体举措。近年来，金凤区成立教育规划发展改革委
员会和教育综合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修订完善
《金凤区教育发展规划》《金凤区统筹推进城乡义务
教育一体化改革发展实施意见》《金凤区基础教育质
量提升行动实施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学前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金凤区教育发展“十三五”规
划》《金凤区教育集团化办学实施方案（试行）》，全
力推进教育改革发展。 （下转04版）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共产党好共产党好 黄河水甜黄河水甜

金凤区以改革为抓手
推 进 教 育 提 质 增 效

本报记者 张玉香

本报讯（记者 毕 竞） 6月 11日，自
治区政协经济委员会在银川建发大阅城
举行委员会客室活动，围绕上半年我区经
济形势开展研讨。

据了解，从今年开始，自治区政协组
织有关委员每半年举行一次经济形势研
讨，围绕经济高质量发展，分析研判我区
经济运行的阶段性情况，针对存在的困难
和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为自治区党委和政
府决策提供参考。

活动邀请了我区政协委员中的行业
和企业代表，就本行业本企业经济运行情
况、存在困难和问题、下一阶段发展趋势
等进行分析研判，提出意见建议。交流

中委员们谈到，现阶段经济要看数字，更
要看内涵；要看局部，也要看整体；要看
现状，更要看趋势。“我们在一家工业企
业调研时了解到，企业的产品相较国外
的产品匹配性差一点，其中一个关键零
部件做不了，需要用外国公司的产品，
这说明很多企业在关键的节点上还没
有实现突破。”“企业面临的困难主要是
原材料成本上升、资金成本上升、劳动力
成本上升和市场需求下降。在调研走
访中，很多企业说尽管现在减税了，但
是企业感觉不明显。”“在数字化升级的
影响下，公域触点的互动、私域触点的转
化已成为企业的重要诉求，（下转 02 版）

本报讯（记者 邓 蕾） 6月 7日至 11
日，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组织教
育、医药卫生界别委员，邀请民盟宁夏区
委会、农工党宁夏区委会组成联合调研
组，围绕“以四大提升行动为载体 推动巩
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
接”中“提升农村基础教育质量，促进城乡
教育均衡发展”“提升农村居民健康水平，
推进健康乡村建设”两个方面，赴西吉县、
青铜峡市开展调研。

“学校现有多少名教师和学生？乡村
教师队伍是否稳定？学校发展还面临哪
些问题？”在西吉县马建乡九年一贯制学

校小学部，调研组一行详细询问学校现
状。该校负责人介绍，该小学是一所寄宿
制乡镇中心学校，承担着 10个村民小组
及街道个体户子女的教育教学任务，现有
在校学生 204人，专任教师 23人。“现在很
多家长为追求优质教育资源，带孩子到县
城择校，农村小学教学点就读学生数量每
年呈递减趋势。近年来招聘的教师流动
性大，教师年龄结构老化、音体美教师短
缺已成为制约学校发展的最大瓶颈。”该
校负责人说。

在青铜峡市青铜峡镇同兴村卫生
室，调研组一行了解到，（下转 02 版）

6月，金银滩草原的夏天来了。绿草
茵茵、白云低垂，让人仿佛淡忘了这里曾
经轰鸣的炮声。

金银滩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
州，是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国
营二二一厂旧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
一颗氢弹均诞生于此，这里被称为中国原
子城。

如今，这里已安全退役，成为旅游景
区。曾在这里奋斗过的核工业人被安置
到全国 27个省份的 532个县市。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二二一厂
离退休职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要求解决离退休人员生活上遇到的困
难和问题。

已是耄耋之年，这些老同志带着自己
的“二二一故事”，带着烙印在身上的“两
弹一星”精神，依然在祖国各地发光发热。

以身许国，在那遥远的地方

6月 2日，西宁市德令哈路的中核集
团二二一小区内歌声嘹亮——《没有共产
党就没有新中国》《团结就是力量》……歌
声来自二二一厂退休职工和家属。

85岁的杨翠英老人特意打扮了自己，
“经历了苦日子，今天的日子比蜜还甜。”
她说，感谢党中央没有忘记我们。

老人们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心
下，这两年待遇好了，看病就医更省心，中
核集团等还组织对职工住房进行修缮，美
化了社区环境，生活舒心多了。

1958年，面对西方核讹诈的威胁，党
中央决定在青海金银滩建立中国第一个
核武器研制基地，对外称“青海省第五建
筑工程公司”“青海矿区”。

金银滩地处高原，高寒缺氧，一年里有

八九个月要穿棉袄。西部歌王王洛宾在这
里写下了经典歌曲《在那遥远的地方》。

1961年，杨翠英带着当时只有 4个月
大的女儿，从河南老家追随丈夫到了二二
一厂工作。

“那时吃的多是青稞面和黑豆面，面
黏性太大，刚开始咽不下去，需要拿热水
送。粮油限量供应，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
土豆充饥。”杨翠英回忆说。

今年 80岁的董殿举住在安徽合肥团
安新村。话起当年，老人的眼神一下子亮
了起来——

1959年，只有 18岁的他进厂工作，一
干就是几十年。

“当时条件艰苦，我们只能临时住进
牧民搬走后留下的牛棚、羊圈里，有时就
在山上挖个洞睡觉，晚上还能听见狼叫。
冬天睡觉时戴着棉帽，第二天被子、帽子

上都是冰霜。”
今年 86岁的刘兆民曾在二分厂研制

炸药。“当年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从事什
么工作，拿着车票，提着木箱就来了，和
我一起来的同一届校友当时就有 20个。”
他说。

刘兆民后来才知道自己从事的是一
份“特殊”的事业。研制雷管、研究炸药冲
击波，曾是他的主要工作。

当年，很多科学家工作到深夜，一个
共同的信念在心中燃烧——再穷，也要造
出“争气弹”。

李富学 1959年到厂，主要从事“微秒
级电雷管”的研制任务。

“以前国内都是秒级的，原子弹需要
微秒级的电雷管，没有先例也没有样品，
一切都是自主研发。”老人声音依旧洪亮。

（下转02版）

不朽的功勋 闪光的精神
——访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的二二一厂离退休职工

让“民生答卷”写满稳稳的幸福
自治区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就“以四大提升行动为载体 推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开展调研

自治区政协经济委开展委员会客室活动

世 界 人 民 大 团 结 万 岁 ！

本报讯（记者 张玉香） 6月 11日，自治区政协机关
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暨党史学习教育第三专题研
讨会召开，学习讨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精
神，研究意识形态领域相关工作。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宁夏重要讲话对宁夏当
前和未来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一年来，自治区政协与党
委和政府工作同频共振，紧扣中心积极建言，形成推动全区
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合力。要持续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
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常学常新，坚决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
的每一项任务、举措、要求，全面落实到最细处、最实处。

会议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自治区
政协机关党员干部要全面履行意识形态工作主体责任，（下转02版）

自治区政协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暨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第 三 专 题 研 讨 会 召 开

6月 3日，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全新开馆。
排起长队的人们进入馆中，致敬百年历史。不时响

起的宣誓声，穿越时空。
一百年前的那个夏日，13名平均年龄 28岁的中共

一大代表，在寻常巷陌里酝酿出“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中国共

产党自诞生起，就义无反顾地把人民写在旗帜上、融入
血液中。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赤子之情，穿越百年时空。

（一）有一种信念坚定不移

2月 25日，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当听到
黄文秀的名字时，坐在台下的黄忠杰红了眼眶。

脱贫攻坚的战场上，黄文秀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30

岁。替女儿领奖，这位父亲落泪的瞬间，令无数人动容。
脱贫攻坚是一场必须打赢打好的硬仗，是我们党向

全国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
35年扎根太行山，用科技把荒山秃岭抛进历史的李保

国；绝壁上凿天路的毛相林……“小康路上一个都不能少”
的铮铮誓言背后，是300多万名驻村干部、第一书记尽锐出
战，是共产党人与人民上下同心、同甘共苦、接力战斗。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就是江山，共产党打江山、
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为的是让人民过上好日子。”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人民求解放、
谋幸福的奋斗史。

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回望过去，无论条
件多么艰难、环境多么险恶，中国共产党人心里装的始终
是人民的利益。从“求解放”到“奔小康”……（下转03版）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看百年大党的初心本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