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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中央

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深入学习贯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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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学

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

力行，加强组织领导，强化督导检

查，创新学习方式，解决实际问题，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往深里走、

往实里走、往心里走。

服务全党学习教
育，精心部署自身学习

作为中央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

究院把组织开展并服务党史学习

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一方

面发挥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全方

位服务全党党史学习教育；一方面

精心部署、扎实推进，确保自身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

紧扣主题主线，编辑编写好党

史学习教育的权威读本和生动教

材。第一、第二、第三研究部和中

央文献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等

部门，认真完成习近平《论中国共

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

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

摘编》和《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学习

材料的编写和出版发行任务。

选派专家参加宣讲，全面宣传

党的历史，引导干部群众树立正确

党史观。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认真做好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

团有关工作。截至 4 月 22 日，院里

14 名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成

员分赴 15 个省区市，由中央安排宣

讲或应邀宣讲 56 场次。宣讲团成

员 走 进 礼 堂 ，深 入 高 校 、社 区 、企

业、厂矿，围绕党员干部关心的问

题开展各种形式的互动交流活动，

让党史学习通俗易懂、走深走实。

院里其他在职干部也应邀到各地、

各部门宣讲 64 场次，离退休干部应

邀宣讲 38 场次，共计宣讲 158 场次，

受到好评。

在服务党史学习教育的同时，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一

时间成立了院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3 月 2 日，召开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并制定印发实施工作方案，对全院学习教育工作

作出全面部署、提出明确要求。随后，全院 18 个部门党支部立

足部门职责和党员队伍实际，制定了本部门党史学习教育具体

方案。

结合单位实际情况，院领导小组每月对全院党史学习教育

主要工作作出安排，编辑印发简报 34 期，为党员干部配发党史

学习书籍 12 种近 1.5 万册，还编印相关资料近 16 万字发给党员

干部学习。

为了将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

立了督导组，各督导员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书面向督导组

提交了各部门学习情况报告，做到了督导工作全覆盖。

创新方式方法，确保入脑入心

对外合作交流局党支部把集体过“政治生日”作为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抓手，为 5 位一季度入党的同志集体过“政治生

日”。新党员受赠贺卡和书籍，并分享了入党故事和感受，全体

党员一起重温了入党誓词。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找准载体，以党

员干部喜闻乐见的方式讲好党史故事，推动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办公厅党支部同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内设党支部联合开展主

题党日活动，交流经验，提升业务水平；科研规划部党支部举办

“加强党史学习、提高业务能力”系列讲座，为支部年轻干部“加

油”“充电”……

为增强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生动性，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制作大型原创栏目《党史百年·天天读》并在全网推出。

截至 4 月 30 日，此栏目转发量超过 12 万次，累计播放量达 10.8
亿次。推出微纪录片《百炼成钢》，在 10 家重点卫视及各大门户

网站推出，3 月 29 日上线开播，全网播放量 25 天即突破 10 亿，在

年轻人中引发强烈反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还推出“百年

先锋”移动听音频作品，计划“七一”前推出 100 位革命先烈事迹

的移动听音频作品，目前已在“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上线 50 件

作品。这些形式新颖活泼的党史内容，不仅受到全院党员干部

的欢迎，也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丰富素材。

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实事

学史力行，实干为民。在党史学习教育中，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注重把学习教育同推动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把

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发挥自身优势，向甘肃省镇原县、河

南省南召县和河北省唐县 3 个定点帮扶县捐赠学习材料 9000
册，还将选派党史专家赴 3 个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和专题

辅导。

3 月 9 日，甘肃省镇原县郭原初级中学举行了“恩来奖学金”

发放仪式，自今年起，该校品学兼优的困难学生将连续 3 年获

得“恩来奖学金”的奖励资助。奖学金是第二研究部党支部联

合周恩来侄女周秉德女士设立的，是第二研究部开展“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的具体举措。第二研究部分管的周恩来思

想生平研究分会将学习和宣传老一辈革命家精神风范作为党史

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3 月 26 日，为安徽省阜阳市首批“周恩来

班”命名授牌，以这种形式激发青少年学生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的学习热情。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表示，要进一步增强抓

好党史学习教育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引导大家沉下心来学、联系

实际学，学出坚强党性、学出信仰担当。要认真落实实施方案和

各项具体工作方案安排，以党史学习教育实实在在的成效推动

新时代党史和文献事业高质量发展，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 100
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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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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 近 ，习 近 平

总书记给《文史哲》

编辑部全体编辑人

员的回信，在社会

各界特别是社科界

引起热烈反响，再

次引发人们对哲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精

神的关注与思考。

人文浸润科技，科技传播人文。

科学与人文历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

彰的，共同构筑起人类文明的大厦。

做新时代的追梦人，要有对科学精神

的追求与崇尚，也要有人文情怀的涵

养与修为。

让人文之光照亮民族复兴之路。

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除了经济、军事、

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也离不开以国家

凝聚力、民族创造力、文化感召力等为

重要内容的软实力。一个国家的发展，

不能让民族精神、国民素质缺位，而应

兴民族之人文、启民众之精神。清华大

礼堂有一块“人文日新”的牌匾，就是提

醒人们要常怀人文之心。人文思想之

光，可以引导人们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我

们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并对民族未

来有更理性的把握，从而点燃实现梦想

的激情与希望。特别是在全球化背景

下，实现民族复兴，更要弘扬人文精

神。要通过加强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

研究，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

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

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让

世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了解中国，更

深入地理解中华文明。

让人文之光照亮社会进步之路。一部人类文明史，一

方面记述着科学技术创造的无数奇迹，另一方面也烙印着

人文社会科学不断演进的足迹。从“诸子百家”到“二十五

史”，人文之光烛照中华民族数千年，今天依旧给我们温暖

和力量。“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说过，“一个理性的时代会

在人类的进步发展中产生。在这个时代中，不仅是存在决

定意识，而且人类的高尚思想追求将影响世界。”建设一个

如晨曦般澄明、如日升般进步的社会，如果缺乏精神的滋养

和引领，社会文明将失去自己的内核和灵魂。从这个意义

上说，加强人文教育，培养人文精神，塑造民族品格，将直接

影响社会进步的水平和文明的程度。

让人文之光照亮公众生活之路。古人云，“观乎人文，以

化成天下”。人文精神不但可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

灵，而且通过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可以带来认知社会的新视

野和新境界。培养人文情怀，不仅仅要读文史哲，更要培养一

种对生命的热爱和尊重，对真理的探索和敬畏，对信仰的执着

和坚定。新时代需要造就知识丰富、情操高尚、意志坚定、素

养深厚、人格健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而不是只有物质生活、

缺乏精神生活的“单面人”。让人文精神照进现实，并照亮每

个人的心灵世界，这也是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铸

之。”人文精神是中华文化最醒目的标识之一。我们要深刻

认识人文精神对个人对社会之“大用”，对国家对民族之“大

用”，通过涵养人文精神，更好激发社会的活力和创造力，增

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让人文之光照亮复兴征程、照亮

民族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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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振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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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振堂，1895 年出生于河北新

河县一个农民家庭。1917 年考入北

京清河陆军中学，1923 年毕业于保

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投身于冯

玉祥的西北军，因战功显赫，由排长

逐级递升至师长。 1930 年，中原大

战后被国民革命军收编，任 26 路军

第 73 旅旅长。

1931 年，董振堂被调到江西“剿

共”。“九一八”事变后，他反对蒋介石

“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思想日益倾

向革命。同年 12 月 14 日和赵博生、

季振同等率领第 26 路军 1.7 万余官

兵举行宁都起义，宣布加入红军，在

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起义部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 军团，董振堂任军团副总指挥兼第

13 军军长，后任军团长。他先后率

部参加赣州、漳州、南雄水口等战役

战斗，屡立战功，曾获中华苏维埃共

和 国 临 时 中 央 政 府 授 予 的 红 旗 勋

章。193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4 年 10 月，董振堂率部参加

长征，红 5 军团担任最艰苦的后卫任

务，多次完成阻击国民党军的任务，

为保障中央红军主力北上立下了赫

赫战功，红 5 军团因此荣膺“铁流后

卫”的光荣称号。

1935 年 6 月，第一、四方面军会

师后第 5 军团改称第 5 军，董振堂任

军长。1936 年 10 月红军三大主力在

会宁会师后，红 5 军被编入西路军，

向宁夏、甘肃、新疆方向进发。1937
年 1 月 12 日，董振堂率部在甘肃高

台县城与六七倍于己的敌人浴血苦

战，战至最后一人一弹，于 20 日壮烈

牺牲。时年 42 岁。

董振堂是红军牺牲的最高级别

将领之一。党中央在陕西宝塔山下

举行了追悼会，在追悼会上毛泽东

评价他说：“路遥知马力，董振堂是

坚决革命的同志。”

为了纪念董振堂，新河县建有

振堂公园、振堂中学、董振堂纪念馆

等。石家庄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和甘

肃高台烈士陵园内，都建有董振堂

纪念碑亭。董振堂纪念馆是河北省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河北省国防教

育基地、河北省党史教育基地，每年

有众多游客前来参观纪念。

董振堂：坚决革命的同志
本报记者 邵玉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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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 鸿 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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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

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这是共产

党员、抗日名将吉鸿昌临刑前写下

的气壮山河的就义诗。

吉鸿昌，1895 年出生于河南省

扶沟县吕潭镇。1913 年入冯玉祥部

当兵。1930 年 9 月，吉鸿昌所部被蒋

介石改编后，任第 22 路军总指挥兼

第 30 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

命根据地，但他不愿替蒋介石打内

战，对“围剿”红军态度消极。

1931 年 8 月，吉鸿昌被蒋介石解

除兵权，被强令出国“考察”。临行

前，恰逢“九一八”事变，吉鸿昌发电

报向蒋介石请命：“国难当头应一致

对外，愿提一师劲旅，北上抗日，粉

身碎骨，以纾国难。”未得允许，遂环

游 欧 美 ，发 表 抗 日 演 说 ，寻 求 国 际

声援。

1932 年 ，吉 鸿 昌 在 上 海“ 一 二

八”抗战炮声中回到祖国后，随即联

络与发动旧部，为抵抗日本侵略奔

走呼号。 1932 年深秋，他在北平加

入中国共产党。

1933 年 5 月 ，在 中 共 北 方 组 织

的 领 导 与 帮 助 下 ，以 冯 玉 祥 为 总

司 令 的 抗 日 武 装“ 察 哈 尔 民 众 抗

日 同 盟 军 ”在 张 家 口 建 立 ，吉 鸿 昌

任第 2 军军长、北路军前敌总指挥

兼 察 哈 尔 警 备 司 令 ，率 部 进 攻 察

北日伪军。

蒋介石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

内”的政策，反诬同盟军破坏国策，

令何应钦指挥 16 个师与日军夹击同

盟 军 。 吉 鸿 昌 率 部 战 斗 至 10 月 中

旬，弹尽粮绝而失败，随后潜往天津

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1934 年，吉鸿昌参与组织中国

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被推为主任

委员，秘密印刷《民族战旗》报，宣传

抗日，联络各方，准备重新组织抗日

武装。

1934 年 11 月 9 日，吉鸿昌在天

津法租界被军统特务暗杀受伤，并

遭逮捕，后引渡到北平军分会。敌

人使出种种手段，迫害逼供，吉鸿昌

大义凛然地说：“我是共产党员，由

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

活，转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头

来。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

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

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

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我为抗日

而死，死得光明正大！”11 月 24 日，

经蒋介石下令，吉鸿昌被杀害于北

平陆军监狱，时年 39 岁。

吉鸿昌：“我为抗日而死”
本报记者 龚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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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古田村多年来产业发展一直是难题。”

土生土长的古田村人、井冈山古田研旅基地

主任谢炎军表示，“2016 年，教育部等部门印

发《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给

我们带来了机会和灵感。2019 年，我们回村

投资建设这个研旅基地，主打红色研学。”

目前，基地已完成红军街特色区、住宿

生活区、教学体验区等三区建设，建成精品

民宿 71 栋，接待床位 626 张。“现在全村都吃

上了旅游饭，基地可吸纳 100 余名村民就地

务工。农户每接待一名学员吃住，每天可获

纯 利 25 元 左 右 。”谢 炎 军 满 怀 信 心 ，“ 今 年

1—4 月，基地已接待游客 5 万多人次，预计

全年接待量将达到 15 万人次。”

古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张玉荣

说：“通过这种研旅形式，我们不仅要让老区

人民增收得实惠，还要让更多人了解党的历

史，感悟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更加坚信

跟着共产党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以精品民宿为抓手，井冈山市全力推动

全域旅游发展，努力构建“山上引领山下、山

下支撑山上”的旅游发展新格局，累计建成

民宿点 22 个，新增接待床位 6000 余张。

“用好红色资源，传
承好红色基因”

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苍松翠柏，郁郁

葱葱。

“在一排排烈士姓名背后，镌刻着两个

大字——青春。秋收起义总指挥卢德铭牺

牲时 22 岁，红四军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牺牲

时不到 30 岁，红四军参谋长王尔琢牺牲时

25 岁……”讲解员章婧向前来瞻仰的游客动

情地介绍。

青山有幸埋忠骨，无字碑上铸英魂。两年

零四个月的井冈山斗争中，牺牲的革命先烈有

4.8万余人，其中有名有姓的仅有 15744人。

2016年 2月 2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

山革命烈士陵园时深情地说：“井冈山是革命

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山、光荣的山，每

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都受到洗礼，心灵都

产生触动。回想过去那段峥嵘岁月，我们要

向革命先烈表示崇高的敬意，我们永远怀念

他们、牢记他们，传承好他们的红色基因。”

红色是井冈山的底色，井冈山保存完好

的革命旧址遗迹有 100 多处，其中国家级文

物保护单位 22 处，处处是爱国主义教育的

课堂。

“天上的北斗亮晶晶哎，八角楼的灯光

通通明，毛委员就是那掌灯的人哪，照亮中

国革命万里程。”八角楼的灯光早已为人们

熟知，毛泽东同志当年住室里的桌、床、凳等

原物得到了妥善保护。同样在八角楼革命

旧址群，过去红军宣传队在墙上写下的标

语，至今仍能清楚地辨认。

于都，是“地球上的红飘带”的起点，中

央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出发地。在中央

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介绍了一

组数字：“苏区全盛时期，于都总人口达到了

34 万人，长征主力部队和留守苏区的部队转

移之后，于都的人口只剩下 17 万。”

2019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

时指出，“现在国家发展了，人民生活改善

了，我们要饮水思源，不能忘记革命先辈、革

命先烈，不能忘记革命老区的父老乡亲。”

“我们建立结对帮扶机制、常态化走访

慰问机制，健全县、乡、村三级服务保障体

系，在村里配备专人，为退役军人、优抚对

象、烈士后代解决生活上的问题。”于都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局长黄冬民介绍。大力支持

赣南等原中央苏区振兴发展相关政策出台

以来，大到经济社会发展，小至村民衣食住

行，都发生了喜人变化。2020 年，赣南革命

老区实现整体脱贫摘帽。

“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嘱托，在讲好党

的故事、传播红色文化方面下功夫，用好红

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做到饮水思源。”

钟敏说。

1927 年 10 月，毛泽东同志带领部队抵

达井冈山茨坪，创建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

地，八角楼的星星之火，燃照着中国人民的

奋斗征程；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军

委和中央红军主力 8.6 万人集结于都，开启

了一场彪炳史册的战略大转移……红色的

种子，在赣鄱大地发芽，向神州大地播撒。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奋斗“十

四五”、奋进新征程，离不开井冈山精神、苏

区精神等伟大精神的指引。近年来，井冈

山、于都等地大力传承红色基因，通过保存

和修缮革命旧址遗迹、培训专业讲解员、组

建合唱团、开展红色研学等方式，让红色记

忆在新时代发扬光大。记者在采访中看到，

前来井冈山和于都参观的游客、开展主题党

日活动的党员干部络绎不绝，跨越时空的伟

大精神继续滋养和激励着人们。同时，丰富

的红色资源转化成了发展动力，助力广大群

众实现了脱贫致富。

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光 晔

■记者手记R

近 年 来 ，甘

肃省陇南市成县

坚 持 生 态 优 先 、

绿 色 发 展 ，统 筹

推进、系统治理，

全县森林覆盖率

达 到 47.9% ，先

后 打 造 了 14 个

省级美丽乡村。

图为 5 月 12
日拍摄的成县梁

楼村绿树成片。

陈争强摄

（影像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