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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中央组织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全年重大政治

任务，精心谋划推动；作为领导小组成员单

位，切实履行“双重责任”，在参与组织服务

全党学习教育的同时，高标准高质量推动部

机关学习教育走在前、作表率。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

陈希强调，要紧扣“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的总要求，把握组织部门特点和

组工干部队伍实际，引导机关党员干部时刻

铭记党的光辉历史，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

命，切实扛起肩负的历史责任，更加自觉地

学深悟透用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更加自觉地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自觉

地传承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更加

自觉地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

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提高政治站位，精心谋
划、部署推动

中央组织部部务会对部机关党史学习

教育高度重视，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及时

组织研究、谋划推进。迅速召开部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学习研讨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

会，对部机关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动员；部机

关及时制定印发党史学习教育实施方案，从

开展专题学习、强化政治引领、推动学习实

践、加强组织领导等方面，对学习教育作出

部署安排；同时成立部机关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负责组织开展工作。

中央组织部机关各党组织通过多种形式

进行再动员再部署，立足实际对本单位学习

教育进行细化安排，进一步明确任务单、时间

表、路线图，层层压实支部书记、支委成员、党

小组组长责任，做到规定动作不游移、自选动

作不偏离，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有效开展。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组织部注重结

合党史学习教育深化组织工作发展史、部史

部风学习，深刻认识组织建设的发展脉络、

历史经验、基本规律，传承弘扬组织部门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各党支部（党总支、

党委）结合各自工作，创新方式方法，引导党员干部从党史中汲取智慧和

力量，不断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动力和工作成效。

坚持“五学联动”，学深悟透、走深走实

中央组织部坚持把学习贯穿始终，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好用好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指定学习

材料，探索形成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委—局党支部—青年读书小组

—党员个人“五学联动”机制，在部机关迅速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

部理论学习中心组以上率下“领学”。坚持领导带头、率先垂范，一级

带着一级学、一级做给一级看，充分发挥“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作用。围

绕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带头开展学习研讨。举办部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报告会，邀请中

央宣讲团成员作党史学习专题辅导报告。

机关党委组织指导“督学”。把学习教育情况纳入年度考核、党建工

作述职评议考核内容，作为民主评议党员的重要依据。注意发挥机关党

委、人事局合署办公优势，加强服务指导。定期开展座谈交流，及时了解

学习进展。

局党支部结合职能“深学”。部内各单位采取专题读书班、交流分享

会、学讲部史部风等多种形式，组织党员干部自觉主动学、及时跟进学、联

系实际学。有的结合党员队伍实际，按照补课型、积累型、工作型、研究型

四个类别有针对性地组织学习；有的建立完善每周集体学习、“双周学·人

人讲”制度，分专题开展学习研讨；有的开展“每日一课”线上学习，党小组

轮值主持，以朗诵一段文献、讲述一个典故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

青年读书小组互动交流“促学”。制定部机关“礼赞百年·知史爱党”

青年学党史系列活动方案；举办青年读书沙龙，组织机关青年开展读书分

享和互动交流；开展青年党史学习答题自测、举办青年党史知识竞赛，以

测促学、以赛促知。

党员个人积极主动“自学”。注重激发机关党员学习动力，引导精心制

定计划，沉下心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有的开展“党史百年天天读”活

动；有的建立每天自学 1 小时制度，明确个人读书进度；有的要求党员突出

某一方面问题深入研究思考，学思践悟，不断把学习教育引向深入……

注重学用结合，以学促做、担当作为

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组织部大力发扬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

学风，注重在学习党史中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努力把学习成效

转化为做好组织工作、服务人民群众的实际成果。

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落实党员干部直接联系群众

制度，大力推行党员志愿服务，谋划开展“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以实际行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活动，广泛发动基层党组织和

党员干部为民办实事解难事。组织部机关各单位从建立完善抓党建促乡

村振兴基层联系点、支持基层党建学习平台建设、推动落实对口帮扶资金

政策、畅通 12380 举报渠道、加强基层公务员队伍建设等方面研究提出

“我为群众办实事”项目清单，制定具体实施方案，逐一明确工作措施、责

任对象和进度安排。学习教育期间，各单位至少解决 1—2 个突出问题，

让党员干部群众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

认真履行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职责。印发通知，将党史

学习教育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重点任务，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开

设专题班次和相关课程。发挥线上学习培训优势，依托中国干部网络学

院、共产党员网等平台，开发微党课，扩大党史学习教育覆盖面。精心做

好“七一勋章”评选颁授、全国“两优一先”评选表彰、颁发“光荣在党 50
年”纪念章等工作，积极营造学习先进、争做先锋的浓厚氛围。

不断提高组织工作质量水平。坚持结合职责使命学党史，部务会成

员结合分工，牵头开展重点课题调研，各局级单位立足实际，围绕“党的组

织生活百年历史考察及启示”“百年来党员队伍建设的成就与经验”等开

展工作研究，梳理历史脉络，提升专业化水平。系统研究党的建设特别是

组织建设发展历程和基本经验，组织编写《中国共产党组织建设一百

年》。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汲取组织工作历史经验，扎实做好地方领

导班子换届、完善党的组织体系、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等重点工作，

推动组织工作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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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韶山的中共韶

山特别支部历史陈列馆，烈

士英名布满整整一面墙，吸

引游览者停下脚步、久久沉

思。1925 年，中共韶山特

别支部由毛泽东同志亲手

建立，是湖南农村第一个党

支部，积极参与湖南农民运

动、秋收起义，直到抗日战

争、解放战争，从来没有停

止过革命斗争。

是什么造就了这样一

个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

记毛福轩先是领导农民运

动，后又参与地下工作，“余

为革命奋斗牺牲，对于己身

毫不挂虑”。支部委员钟志

申变卖家产支持农民协会

发展，在写给哥哥的遗书中

说：“我牺牲生命，把一切贡

献于革命，是为了寻找自

由，为了全国人民求得解

放。”为人民求解放、谋福

祉，刻印下共产党人的情

怀，也揭示了我们党何以饱

经艰难而不断前进、历经牺

牲而不断壮大。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

而 兴 。 2020 年 在 湖 南 召

开的基层代表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我们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

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在近百年的奋斗历程

中，我们党不仅是这么说的，也一直是这么做

的。”党的一百年，是党带领人民浴血革命、建设

国家的一百年，也是党为了人民矢志践行初心

使命的一百年。从福建东山岛的木麻黄到河南

兰考县的梧桐树，从大庆油田的泥浆池到响彻

戈壁的“争气弹”，共产党人奉献青春、燃烧激

情，在中华大地上谱写出无数感人篇章。始终

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

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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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

人民谋幸福的历史。”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保

证人民当家作主，不断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

会公平，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始终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努力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有理论、路线、方

针和政策为指导，有国家治理体系作保障，有坚

持不懈的行动作支撑。环顾世界，没有哪个政

党能够像中国共产党这样，在旗帜上鲜明标注

“人民至上”，在理念上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在实践上明确要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重

要的政绩”。

爱民者民恒爱之，敬民者民恒敬之。历史

一次又一次表明，赢得人民信任，得到人民支

持，党就能够克服任何困难，就能够无往而不

胜。人民是历史奇迹的“创造者”，是赶考路上

的“阅卷人”，也是我们党、我们国家坚不可摧的

“铜墙铁壁”。

关山万里，初心如磐。旧社会时韶山冲“十

户人家九户穷”，如今农家小楼错落有致，风景

美不胜收。“半条被子”故事发生地湖南汝城县

沙洲村，大力发展乡村旅游和特优水果种植，成

功实现整村脱贫。山乡巨变、山河锦绣的时代

画卷，标注着中国发展的历史方位。以党史学

习教育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

认识，延续百年奋斗向未来，强国步履必将更加

铿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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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16日电 （记者姜洁）国务委员、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

员会主任王勇 5 月 16 日在京出席第三十一次全国助残日活动。他强调，

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残疾人要格外关心、格外关注和发展残疾人

事业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进一步加强基本民

生保障，更好保障残疾人合法权益，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和残疾人生活品

质，不断增进社会福祉。

今年全国助残日的主题是“巩固残疾人脱贫成果，提高残疾人生活质

量”。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庆典广场“残健共融迎冬奥 献礼建党 100 年”

活动现场，王勇听取了北京市残疾人事业发展情况介绍，与残疾人群众共

同绘制彩图，参观残疾人就业创业项目展示并与残疾人创业者亲切交

流。在朝阳区金羽翼职业康复机构，王勇详细了解残疾人艺术及体育康

复教学情况，观看学员们的绘画、手工作品和舞蹈、乐器演奏。王勇指出，

经过各级各方面共同努力，我国 700 多万农村建档立卡贫困残疾人全部

实现脱贫，但仍有部分低收入残疾人生活还比较困难。要把促进残疾人

就业增收作为稳定脱贫、改善生活、实现富裕的重要抓手，加强职业培训

和就业帮扶，提高残疾人就业能力，让他们通过劳动更好参与共建共享、

过上更有尊严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对没有劳动能力的残疾人，要强化

兜底措施，切实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

王勇强调，要围绕更好满足残疾人日益增长的服务需求，大力发展残

疾人康复、无障碍等公共服务，加强残疾人教育培训、社会保障、文化体育

等方面工作，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升残疾人公共服务水平和生活品质，

推动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

王勇出席全国助残日活动强调

不断提高残疾人生活质量

刘 志 丹 2009 年 当 选“100 位 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位于陕西省延安市志丹县城北

的刘志丹烈士陵园，庄严肃穆；矗立

在陵园广场中央的刘志丹雕像，质朴

而刚毅。

刘志丹，1903 年 10 月出生于陕

西 省 保 安 县（今 志 丹 县）金 汤 镇 。

1922 年考入榆林中学。1924 年冬加

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5 年春

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冬受党

指派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学习。1926
年 秋 从 黄 埔 军 校 毕 业 后 ，参 加 北 伐

战争。

1927 年 大 革 命 失 败 后 ，刘 志 丹

担 任 中 共 陕 西 省 委 秘 密 交 通 工

作 。 1928 年 4 月 ，参 与 领 导 渭 华 起

义 ，任 西 北 工 农 革 命 军 军 事 委 员 会

主 席 。 同 年 秋 ，任 中 共 陕 北 特 委 军

事 委 员 会 书 记 ，在 陕 甘 边 从 事 兵 运

工作。

1931 年 10 月，刘志丹与谢子长

等 组 建 西 北 反 帝 同 盟 军 ，任 副 总 指

挥。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边

游击队，刘志丹任总指挥，开辟以照

金 、南 梁 为 中 心 的 陕 甘 边 革 命 根 据

地。此后，相继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

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红 26 军 42
师 师 长 、中 共 陕 甘 边 军 事 委 员 会 主

席、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把陕

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

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

之后的落脚点。

1935 年 9 月，刘志丹任红 15 军团

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劳山战

役。后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 28 军军

长 、中 共 中 央 所 在 地 瓦 窑 堡 警 备 司

令。他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

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

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

一致，共同对敌。

1936 年 3 月，刘志丹率红 28 军参

加 东 征 战 役 ，挺 进 晋 西 北 ，迭 克 敌

军。 4 月 14 日在中阳县三交镇战斗

中 亲 临 前 线 侦 察 敌 情 ，不 幸 左 胸 中

弹 ，壮 烈 牺 牲 ，年 仅 33 岁 。 为 纪 念

他，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

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

“加入党，就要为共产主义信仰

奋斗到底。作为个人来说，奋斗到底

就是奋斗到死。”这是刘志丹的入党

誓言。

1940 年，中共中央指示西北局和

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刘志丹家乡修建

烈士陵园。1942 年，刘志丹牺牲 6 周

年时，毛泽东为他题词：“我到陕北只

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

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

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

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

不会磨灭的。”

刘志丹：“为共产主义信仰奋斗到底”
本报记者 龚仕建

毛 泽 民 2009 年 当 选“100 位 为

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

范人物”。

毛泽民，1896年生，湖南湘潭韶山

人。1921 年参加革命，很快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1925 年 2 月随兄毛泽东

到湘潭、湘乡开展农民运动，同年 9

月进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随

后，毛泽民辗转上海、武汉、天津等

地，从事党的秘密工作。

1931 年初，毛泽民进入中央革命

根 据 地 ，任 闽 粤 赣 军 区 经 理 部 长 。

1931 年毛泽民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临时中央政府银行行长，他在短时间

内解决了金融人才严重缺乏、没有准

备金、苏区内多种货币混乱流通等困

难和问题。

1933 年 5 月，毛泽民兼任闽赣省

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1934 年 9 月

兼任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

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

作。1934 年 10 月，红军开始长征，苏

维埃中央政府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

成第 15 大队，毛泽民任大队长兼没

收 征 集 委 员 会 副 主 任 、先 遣 团 副 团

长、总供给部副部长。时人称 15 大

队为“扁担上的国家银行”，在长征中

解决了运输、打土豪、筹粮筹款、保障

供给等艰巨任务。1936 年 2 月，毛泽

民任中华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国民

经济部部长。

毛泽民长期执掌财政大权，却廉

洁奉公，一尘不染。他常说：“不能乱

花一个铜板，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

斗。我们是为工农管钱，为红军理财

的，一定要勤俭节约！”

全国抗战爆发后，1938 年 2 月，

受党中央派遣，毛泽民化名周彬，与

陈 潭 秋 等 到 新 疆 做 统 战 工 作 ，先 后

出 任 新 疆 省 财 政 厅 、民 政 厅 厅 长 等

职。1942 年反动军阀盛世才在新疆

捕 杀 共 产 党 人 。 1942 年 9 月 17 日 ，

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盛世

才逮捕。

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

施，严刑审讯，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

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逼他脱

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

民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坚定回答：

“ 决 不 脱 离 党 ，共 产 党 员 有 他 的 气

节。”“我不能放弃共产主义立场！”

1943 年 9 月 27 日，毛泽民被敌人秘密

杀害，时年 47 岁。

如今，烈士毛泽民的家乡湖南韶

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红色旅游

助力这座城市经济活跃、百姓富足。

毛泽民：“领导干部要带头艰苦奋斗”
本报记者 何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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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乌金

渡大桥钢拱顺利合

龙 。 乌 金 渡 大 桥

横 跨 白 荡 湖 ，是 连

接 安 徽 境 内 的 安

庆 、枞 阳 和 铜 陵 等

地 的要道，全长 1.6
公里。

过仕宁摄

（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