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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深入学习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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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

密结合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实

际，精心部署、系统推进，创新方

法、惠民利民，扎实推进党史学

习教育走深走实走心。

强化组织领导
统筹部署推进

党 中 央 召 开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动员大会之后，住房和城乡建设

部迅速行动，第一时间传达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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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

筹部署推进党史学习教育深入

开展。

“要把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作

为一项重大政治任务，部党组及

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提

高 政 治 站 位 ，坚 决 扛 起 主 体 责

任，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坚持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通过学习教育充分认

清住房和城乡建设事业面临的

新形势、新问题，确保党中央决

策部署在住房和城乡建设领域

落地生根。”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党组书记、部长王蒙徽说。

3 月 9 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党组印发实施方案，紧密结合工

作实际、党员干部思想实际，提

出开展一系列专题学习、举办一

系列主题活动、开展一系列“我

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等“七

个一”具体举措，每项举措均突

出 针 对 性 和 可 操 作 性 。 3 月 10
日，召开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进行全面部署，切实增强学习教育的系统性针对性。

部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切实扛起全面领导责任，印发相

关通知，对进度安排、学习内容、学习保障等作出具体安排；部

党组会专门听取党史学习教育进展情况，研究解决突出问题，

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部领导小组办公室每月召开会议，调度

通报工作进展情况，通报下月重要工作安排，确保落细落地。

创新方式方法 学习入脑入心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紧紧围绕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

论，坚持学习党史与学习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

展史相贯通，采取潜心自学、专题研学、专家导学、领导领学等

有效学习方式，不断激发党员干部学习动力。

专题培训强基础。4 月中旬和下旬，分 3 期举办部直属机

关处级以上党员干部党史学习教育专题培训班，共培训党员

干部 500 余人。培训班紧扣“深刻铭记光辉历程、深刻认识伟

大贡献、深刻感悟初心宗旨、系统掌握重大理论成果、学习传

承伟大精神、深刻领会宝贵经验”等 6 方面内容，精心设置课

程、精选学习资料，邀请知名专家、学者作专题辅导，引导党员

干部准确掌握重点内容，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打下坚实基础。

创新形式显特色。5 月 6 日下午，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直属

机关“学党史、强信念、跟党走”主题团日活动在香山革命纪念

地举行，近 50 名团员青年干部代表集体参观“为新中国奠基

——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大家表示，要缅怀先辈、铭

记历史，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启动了“学党史、悟初心、追忆住房

和城乡建设发展历程”主题宣传活动，在报纸和新媒体平台开

设专栏，持续宣传全系统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践活动、经验

亮点等，宣传各个历史时期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涌现的先进

典型事迹。

开展实践活动 立足本职惠民

从工作中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老百姓最现实的利益出

发，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及直属机关各级党组织把学习党

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结合实际察民

情访民意，精准对接发展所需、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研究制定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工作方案，主动从党史中寻求破

解住房和城乡建设工作重点难点问题的方法策略，汲取攻坚

克难的精神力量。

全力完成好今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 5.3 万个的目

标，着力补齐老旧小区设施和服务短板，解决群众在水电气热

设施老化失修、楼体路面破损严重、环境脏乱差、社区服务不

便利等方面“急难愁盼”问题，使 900 万户以上居民从老旧小

区改造中获得实惠。

开展市容环境整治，优化城市人居环境。以城市环境卫生

薄弱地区为重点，消除城市卫生死角，提高城市公共卫生水平；

及时修复灯杆倾斜、路灯损坏、灯泡缺失等问题，提高城市照明

设施亮灯率，点亮城市街头巷尾，保障群众夜间出行安全。

在深入调研了解群众对住房公积金业务办理实际需求的

基础上，提出 2021 年底前实现“住房公积金单位登记开户”

“住房公积金单位及个人缴存信息变更”和“提前还清住房公

积金贷款”3 项业务全程网办，实现“购房提取住房公积金”

“开具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全部还清证明”跨省通办，满

足缴存单位和职工异地办事需求。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党组还将适时公布“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项目清单，实行台账管理，定期督导检查，接受群众

监督，变“要我干”为“我要干”，切实解决人民群众的操心事、

烦心事、揪心事，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不断转化为工作动力和

成效。

住
房
和
城
乡
建
设
部
扎
实
推
进
党
史
学
习
教
育
—
—

汲
取
精
神
力
量

切
实
办
好
实
事

本
报
记
者

丁
怡
婷

“钟赤兵将军的右

腿被子弹击中，先后进

行了三次截肢，但他凭

着顽强的毅力用独腿走

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贵州遵义娄山关红军战

斗遗址陈列馆门口，五年级学生马兴蕾声

情并茂的讲述，感染了许多游览者。

“红军纪律最严明，心中听命令，万众

一条心……”遵义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

门前，老红军何木林的孙女何莉唱起《红军

歌》，在场的人全都屏息倾听。

“听我父亲说，那天红军过河后要急行

军，拔我家和袁国良家的萝卜充饥。红军

走后，我们收到了萝卜钱——被扯的每个

萝卜坑里都有一个铜圆。”今年 80 岁的袁

栋 成 是 赤 水 市 石 堡 乡 的“ 嗑 子 匠 ”（宣 讲

员），他在茶馆里讲述的故事总能让当地居

民和游客听得津津有味。

革 命 传 统 和 红 色 基 因 跨 越 了 时 空 ，

不 断 激 励 后 人 。“ 高 于 天 ”的 理 想 追 求 ，

“ 红 透 底 ”的 革 命 信 仰 ，“ 一 条 心 ”的 政 治

觉悟，“军爱民”的优良作风……正是这些

红色基因，构成了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让我们党拥有了打不垮的钢铁脊梁、稳如

山的革命底气。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

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扬革命文化，传

承 红 色 基 因 ，是 全 党 全 社 会 的 共 同 责

任 。”百 年 奋 斗 再 出 发 ，革 命 历 史 是 干 事

创 业 的 鲜 活 教 科 书 ，也 是 滋 养 人 生 的 最

好营养剂。

让 红 色 基 因 永 不 褪 色 、永 放 光 芒 ，

“传”的主动意识至关重要。老红军何木

林去世后，儿媳林成英留在旧居坚持为过

路游客讲述红军长征故事。孙女何莉受

到激发，主动成为“四渡赤水纪念馆”的红

色义务宣讲员，并用红色故事教育 5 岁半

的小女儿。一颗红心，三代传承，一个个家庭形成传承革命精

神的家风，全社会就有了赓续红色血脉的强磁场。结合党史

学习教育要求，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在干

部群众中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红色基因就能

代代传承。

“承”的时代责任非同一般。传承红色基因，不仅有助于让

人们更好了解红色政权是怎么来的、新中国是怎么来的、今天的

幸福生活是怎么来的，还可以为青少年成长成才提供思想引领

和精神激励。在遵义，像马兴蕾这样的“小小宣讲员”，一开始只

是给游客“介绍一下这段历史”，后来通过一次次宣讲，对党史有

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引导青少年传承红色精神、坚定理想信念，

才能培养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从红色基因中汲取信仰信念信心力量，是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赤水市天

苑社区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嗑子匠”在党史故事中融入乡风

文明、消防安全等政策宣讲，帮助易地扶贫搬迁群众融入新生

活。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宣讲方式，让传承红色基因同观照现

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凝聚成连接历史、贯通当下、瞩望未来的

强大力量。

红军长征胜利充分表明：“人类的精神一旦唤起，其威力是

无穷无尽的”。大力发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

人精神血脉，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的精气神，我们一定

能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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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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冼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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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冼 星 海 ，原 籍 广 州 ，1905 年 生

于澳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出生前

父亲已去世。 7 岁时，他与母亲侨

居马来西亚谋生，在新加坡养正学

校上学，其间参加该校管弦乐队的

活动。1918 年回国后，入岭南大学

附中学习小提琴。后入北京大学音

乐传习所、国立艺专音乐系学习。

1928 年 ，冼 星 海 进 入 上 海 国 立 音

专学习小提琴和钢琴，发表了著名

的音乐短论《普遍的音乐》。

1929 年，冼星海赴巴黎勤工俭

学，1931 年考入巴黎音乐学院。留

法期间，冼星海创作了《风》《游子

吟》《d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等 10 余

首作品。

1935 年回国后，冼星海投身抗

日救亡运动，创作了大量具有战斗

性和感染力的群众歌曲，并为进步

影片《壮志凌云》《青年进行曲》，话

剧《复活》《大雷雨》等谱写音乐。

1938 年，冼星海前往延安担任

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主任，创作了

不朽名作《黄河大合唱》。 1939 年

4 月 13 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

北公学礼堂公演。5 月 11 日，在庆

祝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

晚会上，毛泽东等中央领导观看了

由 冼 星 海 指 挥 演 出 的《黄 河 大 合

唱》后，连声称赞。周恩来从重庆

回到延安看过演出后，于 7 月 8 日

题词：“为抗战发出怒吼，为大众谱

出呼声！”

在延安期间，他还创作了《生产

大合唱》《九一八大合唱》等大型作

品，以及《三八妇女节歌》《打倒汪精

卫》等大量歌曲。1939 年 6 月，冼星

海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 5 月，冼星海去苏联为

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配乐，

后 因 战 争 、交 通 阻 隔 而 羁 留 。 其

间 ，他 创 作 了 交 响 曲《民 族 解 放》

《神 圣 之 战》，管 弦 乐 组 曲《满 江

红》，管弦乐《中国狂想曲》以及小

提琴曲《郭治尔—比戴》等。由于

长 期 劳 累 和 营 养 不 良 ，他 肺 病 加

重，1945 年于莫斯科病逝。延安各

界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毛泽东亲

笔题词：“为人民的音乐家冼星海

同志致哀。”

冼星海：人民的音乐家
本报记者 罗艾桦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数风流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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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竹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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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四 川 省 自 贡 市 大 安 区 江 姐

村，一栋别具特色的川南民居依山

傍水，各地干部群众纷纷前来追思

缅怀，这里便是江姐故居。

江竹筠，小说《红岩》中江姐的

人物原型，在渣滓洞监狱受尽酷刑

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中国共产党

优秀党员、著名革命女烈士。

1920 年 8 月 20 日，江竹筠出生

在四川省自贡市大山铺镇江家湾

一个农民家庭。1939 年，江竹筠加

入中国共产党。1940 年秋，她进入

中华职业学校学习，并担任该校地

下党组织负责人，从事青年学生的

工作。

1943 年，党组织安排她为当时

中共重庆市委领导人之一的彭咏梧

当助手，做通信联络工作。同时，他

俩扮作夫妻，组成一个“家庭”，作为

重庆市委的秘密机关和地下党组织

整风学习的指导中心。

根 据 党 的 指 示 ，1944 年 ，江 竹

筠 考 入 四 川 大 学 ，以 普 通 学 生 的

身 份 做 党 的 工 作 。 1945 年 ，江 竹

筠 与 彭 咏 梧 结 婚 ，后 留 在 重 庆 协

助 彭 咏 梧 工 作 ，负 责 处 理 党 内 事

务 和 内 外 联 络 工 作 ，同 志 们 都 亲

切地称她江姐。

1947 年 ，江 竹 筠 受 中 共 重 庆

市 委 的 指 派 ，负 责 组 织 大 中 学 校

的学生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英勇

斗争。

1948 年，彭咏梧在组织武装暴

动时不幸牺牲。江竹筠强忍悲痛，

毅然接替丈夫的工作。

同年 6 月 14 日，由于叛徒出卖，

江竹筠不幸被捕，被关押在重庆渣

滓洞监狱。国民党军统特务用尽各

种酷刑，妄想从这个年轻的女共产

党员身上打开缺口，破获地下党组

织。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江竹筠

始终坚贞不屈，“你们可以打断我的

手，杀我的头，要组织是没有的。”

“毒刑拷打，那是太小的考验。竹签

子是竹子做的，共产党员的意志是

钢铁！”

1949 年 11 月 14 日 ，重 庆 解 放

前夕，江竹筠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

害于渣滓洞监狱，为共产主义理想

献出了年仅 29 岁的生命。

江竹筠：坚贞不屈的巾帼英雄
本报记者 王永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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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1 日 ，

在福建莆田平海

湾海上风电场项

目 施 工 现 场 ，一

根 直 径 6.7 米 的

嵌岩单桩成功植

入海底。

至 此 ，29 台

单机容量 7 兆瓦

的风机植桩全部

完 成 ，取 得 工 程

重要节点突破。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蔚蓝大海

绿色能源

（上接第一版）

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三星电机多层

陶瓷电容器新工厂项目加紧建设、竣工在即，

预计上半年可投产运营。“产业链完备、交通

设施健全以及各项政策红利让三星坚定选择

扎根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目前天津已成为

三星重要的海外生产基地。”中国三星总裁黄

得圭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统筹推进各类开放平台建设，打造开

放层次更高、营商环境更优、辐射作用更强

的开放新高地。 4 月 9 日，国务院批复同意

在天津、上海、海南、重庆 4 省市开展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点期为 3 年，服务业

开放再写新章。今年 1—4 月，服务业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 3129.4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6.8%。

——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投资服务保障。

“过去 10 年，我们的年投资额都超过当

年外资对中国直接投资的 1%，未来我们将

继续保持对中国市场高效高速的投资。吸

引普洛斯的不仅是规模巨大的中国市场，还

有日益优化的营商环境。”普洛斯中国区常

务副董事长诸葛文静说，去年底，普洛斯宣

布与投资者联手设立总投资规模近 45 亿元

人民币的基金，投资位于上海的临港普洛斯

国际物流园。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

提出，深化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

革，全面实行政府权责清单制度，持续优化市

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3 月，国务院

印发《关于落实〈政府工作报告〉重点工作分

工的意见》明确，纵深推进“放管服”改革，将

行政许可事项全部纳入清单管理。4 月，商

务部等 8 单位发出关于开展全国供应链创新

与应用示范创建工作的通知，明确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通过稳定外资存量、促进外资增

量、优化利用外资结构等方式，巩固提升重点

产业全球供应链地位。

“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以更大

力度吸引外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

示，今年将继续推动修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

清单，减少准入限制。落实好外商投资法及

其实施条例，深入开展配套规章“立改废”。

继续加强对重点外资企业和项目的服务保

障，推动外资项目加快落地和建设。同时，加

大对外商投资合法权益的保护力度，不断提

升投资环境的透明度和便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