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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
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开展“四史”宣传教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

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

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在全社会广
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

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引导

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国家和
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

终不渝为人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推
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传

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大精神，
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通知》明确，要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线，准确
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

践逻辑，深入领会这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
和重大意义，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

理论认同、情感认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
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时跟进学、前后

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要把握“四史”宣传教育
内涵，注重内容上融会贯通、逻辑上环环相

扣，引导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加

深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理
论的理解和认识。

《通知》指出，要组织好各项宣传教育活
动。一是开展读书学史活动。开展“书映百年

伟业”好书荐读活动，举办“红色经典·献礼百
年”阅读活动，组织“强素质·作表率”读书活

动，开展党建文献专题阅读学习活动。二是组
织基层宣讲活动。广泛开展百姓宣讲，深入基

层开展巡回宣讲，用小故事讲透大道理。举办
形势报告会、“四史”专题宣讲等，邀请领导干

部带头作报告。三是开展学习体验活动。深入
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精心设计推出一批精品

展览、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学习体验线路。组

织有庄严感和教育意义的仪式活动，开展文
化科技卫生“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四是

开展致敬革命先烈活动。结合烈士纪念日等
重要纪念日及其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祭扫

烈士墓、敬献花篮、宣读祭文、瞻仰遗物等活
动。开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动，组织“心中

的旗帜”等红色讲解员大赛，弘扬英雄精神。

五是开展学习先进模范活动。集中宣传发布
“3个 100杰出人物”，开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

获得者、时代楷模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
深入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范、

烈士遗属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六是开展红
色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庭、五好家庭、

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用，通过巡讲、主题
展、快闪、家庭故事汇等方式讲述感人家风故

事。七是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活动。组织开展
“迈向强国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讲，组

织军营开放活动，抓好高校和高中学生军训，
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红色研学，强化全民

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化活动。组织美
术展、优秀影视剧展播、优秀网络文艺作品展

示等活动，开展知识竞赛、演讲比赛等活动。

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开展“唱支山歌给党
听”群众歌咏、广场舞展演、“村晚”等活动。

《通知》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始终把握
正确导向，树立正确历史观，准确把握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的主
题主线、主流本质，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

义。要突出青少年群体，把握青少年群体的特

点和习惯，组织好青少年学习教育，厚植爱党
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因、革命薪

火代代传承。要丰富活动载体，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作用，着力打造精品陈列，精心设计

活动内容和载体，增强教育感染力。要用好网
络平台，发挥融媒体优势，制作播出一批接地

气、易传播、群众爱听爱看的网络文化产品和
文艺作品。要加强统筹协调，把“四史”宣传教

育同党史学习教育、“永远跟党走”群众性主
题宣传教育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
细则精神，坚决克服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加

强安全管理，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确
保宣传教育各项工作安全有序。

生死与共的磅礴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山东篇

    山东是革命老区，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与红色基
因叠加，造就了这方热土奋勇向前的强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来山东考察调研，重温沂蒙
老区峥嵘岁月，要求发扬“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
蒙精神。他强调，切实把新发展理念落到实处，不断取
得高质量发展新成就， 不断增强经济社会发展创新
力，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牢记殷切嘱托，山东上下不断改革创新、锐意
进取，齐鲁大地生机盎然。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红色足迹

中办印发《通知》作出安排部署，不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

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宣传教育

人民支持是胜利之源
【红色足迹】

2013年 11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塔敬献
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听取沂蒙地区革命

战争历史介绍，并会见了当地先进模范和当
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年代

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习近平总书记深情
地说，在沂蒙这片红色土地上，诞生了无数

可歌可泣的英雄儿女，沂蒙六姐妹、沂蒙母
亲、沂蒙红嫂的事迹十分感人。沂蒙精神与

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样，是
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断结合新的

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精神坐标】

逶迤八百里沂蒙，巍巍七十二崮。沂蒙
革命老区为中国革命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沂蒙根据地 420万人口，其中 120多万
人拥军支前，10万多名英烈血洒疆场。

地处临沂市内的华东革命烈士陵园，苍
松翠柏，鲜花含情。烈士陵园讲解员杜伊霏

说，这里是粟裕将军部分骨灰埋葬处，还长眠
着陈明、辛锐、罗炳辉等我党我军的优秀儿女。

【力量之源】

沂蒙革命纪念馆内，一组名为《力量》的

巨幅群雕，气势磅礴、栩栩如生：支前老乡弯
着腰，推着装满物资的小推车，浩浩荡荡的

支前大军，在蜿蜒曲折的道路上前行……据
史料记载，孟良崮战役期间，仅 20万人的蒙

阴县就出动支前民工 10多万人。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这是沂蒙精神

的特质，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一笔宝贵精神

财富。沂蒙母亲王换于创办战时托儿所，抚
养 40多名革命后代长大成人；“红嫂”用乳

汁和小米粥哺育革命，精神永传；李桂芳等
32名妇女拆掉自家门板，跳入冰冷的河水，

用柔弱的身躯架起“火线桥”……
“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一

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破
棉袄，盖在担架上。”共产党人“敢教日月换

新天”，人民就是力量之源。沂蒙干部学院副

教授刘占全说，无数支前群体和英雄模范，
为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雄辩地证明

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人民幸福的庄严承诺
【特殊年俗】

头锅饺子祭英烈。每年大年初一，沂蒙

老区临沭县曹庄镇朱村村民王经臣都会将
第一碗饺子端到村里的烈士墓前，祭奠为保

卫朱村牺牲的 24名年轻战士。这样的风俗，
在全村已经绵延了 70多年。

1944年 1月 24日，日伪军 500余人进

攻朱村。英雄的“钢八连”与敌人激烈战斗。
血战 6个多小时后，朱村得救，24名年轻战

士永远长眠在了朱村。
“从小时候起，奶奶就教育我们，过年第

一碗饺子要敬为朱村牺牲的革命烈士。”今年
72岁的王经臣是朱村抗日战斗纪念馆义务讲

解员。他说，乡亲们永远记得共产党的恩情。
【庄严承诺】

2013年 11月 25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临沭县曹庄镇朱村，观看这个抗战初期

就建立党组织的支前模范村村史展，了解革
命老区群众生产生活。在当时 83岁的“老支

前”王克昌家中，他挨个房间察看，并坐下来
同一家人拉家常。

他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但我们不

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为新中国诞生而

浴血奋战的烈士英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
重大贡献的老区人民。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继

续加大对革命老区的支持，形成促进革命老
区加快发展的强大合力。

【乡村新颜】

“生活大变样了！”91岁的王克昌感慨。

战争硝烟早已散去，朱村旧貌换新颜：白墙黑

瓦，松柏常青，一栋栋二层小楼在林中掩映。
5月 19日，临沭县柳编小镇孵化中心大

楼里，“80后”返乡创业者管其龙正在忙着和客
户沟通。“线上线下结合，传统产业引领带动电

商直播等多方面销售渠道拓展，今年预计收入
增加 100万元左右。”临沭县67万余人中约六

分之一从事柳编行业。创新工艺、开发新品、延长
链条、做强电商，草柳编织出幸福新生活。

科技元素，助力老区农业生产提速发
展。在蔬菜大县兰陵，温室大棚采用物联网、

追溯云等技术，轻点鼠标就可为大棚通风、
灌溉，客户也可以通过网络、扫描二维码等

方式实时查看蔬菜播种、育苗、施肥、采摘、
配送等整个环节。

革命老区成“发展高地”

【商贸名城】

5月 20日，临沂市兰山区的山东金兰物

流基地室内，信息交易中心大屏幕上实时滚
动运输价格、实时货量、运营线路和订单信

息。室外，一辆辆满载货物的车辆正依次驶

出园区，奔向全国各地。
曾经“四塞之固，舟车不通”，现在已是

大型商品交易批发中心。昔日“内货不出，外
货不入”，如今成为物流名城。

几经更迭，临沂从昔日的商业重镇，成
为“买全球，卖全球”的北方商都。130多个专

业批发市场，每天流动人口 36万多人，商品

远销 60多个国家和地区。
【殷殷嘱托】

2013年 11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金兰物流基地，视察物流信息中心，考察物

流运输企业。习近平指出，物流业一头连着
生产、一头连着消费，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越来越凸显。要加快物流标准化信息化建
设，提高流通效率，推动物流业健康发展。

8年来，临沂建成覆盖全国 2000多个城
市的信息平台，现已拥有物流经营业户 2300

多家，物流园区 23个。2020年，临沂商城实
现市场交易额 4403.5亿元，物流总额 6847

亿元；跨出国门，建立海外商城、海外仓，开
通中欧班列、欧亚班列。

【老区崛起】

沂河两岸，风光旖旎。临沂北城新区高

楼林立。从城市崛起到乡村振兴，从高铁开
通到直播经济，昔日革命老区临沂，已崛起

为现代化都市……
百年辉煌，初心未变。莒南县推行党支

部领办合作社，支部带路，增收致富，从规模
化服务入手，助力乡村振兴。

殡葬改革，文明节俭。沂水县实施以“惠
葬礼葬”为核心的殡葬改革，在全国率先推

行“殡葬全免费”政策。

高铁进山，发展提速。日兰高铁日照至
曲阜段开通运营，沂蒙老区首次接入全国高

铁网，有效带动沿线城市经济发展……
赢得人民信任、得到群众支持，我们就

能克服困难，无往而不胜。新时代，老区将进
一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沂蒙精神，发展的

高地、幸福的热土在勤劳的手中脉动、生长、

欢歌！ 新华社记者 杨守勇 杨文
（据新华社济南 5? 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