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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记者 黄欣美

今年3月起，全市上下广泛开展以
“我心向党，追寻红色足迹”的党史学
习教育，创新推出“举办一场红色仪
式、唱响一首红色之歌、感悟一段红
色真理”等“八个一”活动。截至目
前，我市已开展各类党史学习教育
2000余场次，党史专题宣讲500多场
次，覆盖党员6万余人次，一股红色教
育的热潮扑面而来。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我们以此为契机广泛开展党史学习
教育。”市委党史办公室主任钱菁菁告
诉记者，活动旨在加强对红色资源的传
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更好地发挥红色资
源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的应用，推动学习
教育出新更走“心”。

“我把党史说给你听”
张謇在海复的垦牧史，是海复镇

垦牧文化展览馆成立以来一直在讲述
的故事。讲解这段历史，对在展览馆
工作4年的党员姚雁丹来说可谓驾轻
就熟，但她觉得要想讲得更深入更透
彻，背后有太多值得去了解的故事、去

探究的历史。
“每一块展板内容

我都能脱口而出，难道
还不够？”在一次党支部
会议上，姚雁丹倾诉了
自己的苦恼。“优秀的讲
解员应是‘研究型’的，

也许做不到事事‘问不倒’，但对于讲解
词背后的故事要尽可能地多了解。”支部
老党员拿自己的经历与之分享。从此，
姚雁丹不仅自己“恶补”各种党史知识，
还针对讲解过程遇到的不同问题撰写
心得，与同事们互相取长补短。

今年以来，参观垦牧文化展览馆的
热度持续上升。姚雁丹和同事开始思
索，如何贴合人们对于红色教育的实际
需求？如何把那些动人的党史故事以更
丰富的形式分享给更多人？如何挖掘好
现有素材，进一步突出党史教育的“红
船味”？

赴基层开展“微宣讲”，上网络进行
“微互动”……姚雁丹和同事不仅创作
了10余个红色小故事，以视频方式在
网上推送，还面向学校、机关、部队、企
业、社区开展“点单式”巡讲。越来越多
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以自己最喜
欢的方式，聆听了红色故事。

讲信仰的人有信仰，才能让有信仰
的人讲信仰。我市鼓励广大党员、青年
团员向身边人教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等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伟大
新时代的经典红歌，向身边人讲述党史

故事，抒发爱国情怀，铭记红色历史，弘
扬时代主旋律。

大手牵小手追寻红星足迹
这几周，紫薇小学校长龚燕和团队

围绕“追寻红色足迹 激发奋进力量”党
史主题教育活动进行低中高年级一体
化集体备课和研讨活动。备课中，他们
还请来了历史和语文老师，各学科合力
让各门课在价值引导上和思政课同向
同行。

聚焦“中国红”，从认知革命到认识
坚守火红初心的共产党员，用“中国红”
打牢学生成长的底色；重温总书记讲过
的革命故事——“真理的味道是甜的”

“将军夫人当农民”“半条被子的温暖”；
建构中国革命精神图谱，从红船精神到
长征精神，从“两弹一星”精神到改革精
神再到抗疫精神；鼓励师生将初心转化
为服务革命老区、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将个人梦融入中国梦的实际行动
……“党史是每一个学段的必修内容，
如何在学校循序渐进、螺旋上升地进行
党史教育，这是我们学校近期研究的核
心课题。”龚燕表示。

在今年的党史学习教育中，我市进
一步发挥红色资源凝心聚力、铸魂育
人、推动发展的重要作用，积极鼓励和
倡导全市各中小学校在红色遗址和旧
址、纪念设施地精心设计有庄严感的仪
式，开展加入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青
年团、少年先锋队宣誓活动，让广大师
生足不出户就能接受红色教育。

现代科技让红色真理成“C”位
“屏幕上充分展现了东昌镇村村民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抗日杀敌以及建设
家园的场面……”日前，启东市“百姓名
嘴”、村家庭辅导站站长包仲贤通过

“VR村史馆”，给前来听讲的学生及村
民讲述红色历史。从社会风貌、历史轨
迹，到峥嵘岁月、红色铸魂，再到辉煌历
程、筑梦未来……听讲者一边随着“VR
村史馆”在线参观，一边听着线下讲解，
仿佛“穿越”回到一个世纪前，感受红色
人物的感人故事。

以观摩红色节目为一大载体，南阳
镇正兴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革命先
烈守护党章、英勇儿女奋力抗战……南
阳镇红色资源丰富，仅村史馆就有29
个。”南阳镇党委委员朱晓玮介绍，党史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南阳镇充分挖掘、
利用本地红色资源，创新多种教育载体
和形式，传承好红色基因，进一步推动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我们围绕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
不断带领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光辉历程，组织
党员围绕党的光辉历史、党的初心使
命，结合自身工作和经历，讲实践、讲传
承，还开展红歌合唱、知识竞答等互动
活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参与。”朱晓玮
表示，通过活动让广大党员加深对红色
真理的感悟，增强了说服力和感染力，
让红色历史深植广大党员干部心中，凝
聚更多力量。

本报讯 3月
29 日上午，由南
通报业传媒集团、
南通广电传媒集
团和各县（市、区）
融媒体中心的数
十名记者组成的

“奋斗百年路起航
新征程——南通
红色记忆”融媒体
新闻行动全媒体
报道组，走进位于
我市的中国人民
抗日军政大学第
九分校旧址，从这
座历经沧桑的“四
合院”中追寻先辈
的足迹，感悟党的
百年奋斗历程。

1942 年，以
粟裕为校长的中
国人民抗日军政
大学第九分校在
启东海复镇诞生，
这是新四军在华
中地区创办的培
养军事和政治干
部的一所学校。在
近3年的时间内，
抗大九分校辗转
于新四军第一师
的苏中一、二、三、
四分区和第三师
的苏北地区、第六
师的苏南地区、第
二师的淮南地区，
在极其艰苦残酷
的条件下，在激烈
复杂的斗争中一
面学习，一面战
斗，共办了 5期，
培训了3300余名
军政干部。这些干
部成为党和军队
的栋梁之材，为夺
取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的胜利，以及
建设新中国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大九分校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
军队留给启东人民的一份宝贵财富，
抗大九分校纪念馆全面展示了抗大九
分校艰苦办学、浴血奋战的壮丽画卷。
采访的记者们纷纷表示，要弘扬抗大
精神，勇担历史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

（融媒体记者 王泉 施彦佟）

融媒体记者 龚圣云 袁竞

青山埋忠骨，史册载英名。
3月29日，为烈士施锡林立碑仪

式在寅阳镇益成村公墓举行，已牺牲
74年的施锡林，名字被正式铭刻在墓
碑上。他为新中国解放事业献身的革
命事迹将辈辈相传，感召人心。

让烈士留名，是施锡林家属及益
成村党总支的强烈愿望。“在市退役军
人事务局的牵头下，我们用了3年的
时间寻访施锡林的档案和英雄事迹，
查阅资料、找寻当年居住在附近的群
众，几经周折，终于核实了施锡林的身
份。2020年12月27日，施锡林终被追
认为革命烈士。”益成村党总支书记沈
浩告诉记者，赶在清明节前夕，请人制
作施锡林墓碑、修缮墓碑周边。

在一排松树的掩映下，黑色大理
石墓碑庄严肃穆，鲜红的五角星居中，
下面一列醒目的金色大字——“施锡
林烈士之墓”，在阳光下闪着光，那是

烈士的革命精神在发光。
9点，施锡林烈士的亲属以及益

成村数十名党员来到公墓，向长眠于
历史深处的英雄施锡林致敬，集体默
哀3分钟，以此告慰烈士英魂。

注视着新刻的墓碑，施锡林烈士
的亲属抑制不住地流泪。“爷爷的名
字将被更多人熟知，他的英雄事迹也
会代代相传。”施锡林的孙子施汉兵
十分欣慰和自豪，许多亲戚朋友特意
从上海、南京等地赶回来，参加此次
立碑仪式。

这座烈士墓碑，记载了一段艰苦
卓绝的革命历史，值得后人瞻仰、记
忆。回顾施锡林烈士短暂而光辉的一
生，他为了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年
轻的生命，浩气凌云垂青史，丹血洒地
沃东疆。烈士墓碑铭刻的不仅仅是一
个名字，更是坚定如磐的信念，是红色
基因的传承。“其实，我们追寻的不只
是烈士的名字，而是一个个应该被记
住的革命故事，是追忆一种精神，重温

一种信仰。”沈浩说，这是为英雄立碑
的最大意义。

施锡林烈士事迹
施锡林（1913~1947），寅阳镇益成

村人，平民家庭出身，1946 年参加工
作，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启东县友
南乡同心村村长。时年，施锡林同志积
极投身共产党领导下的打土豪、分田
地等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废除封建
剥削，消灭地主阶级，践行中国共产党
为广大劳苦人民落实“耕者有其田”的
革命纲领。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对我方处处
围剿，形势十分严峻，上级组织相关人
员转移至向阳小闸口等革命根据地。
为使党的革命工作在敌占区继续开
展，经组织研究决定，施锡林以地下党
员的身份继续组织群众开展革命活
动。1947 年农历七月初七傍晚，国民
党代保长黄清池带七八个人假说是共
产党人找施锡林开会，施锡林被诱捕，
惨遭枪杀，不幸遇难。

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警示
教育大会召开

深入开展“回头看”
查纠整改挖深挖透

本报讯 3月30日上午，全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警
示教育大会在市保利大剧院举行。市领导龚心明、沈良
杰、杨斌、龚建涛出席会议。

会上，与会人员观看了由南通市纪委监委、南通市
委政法委联合拍摄的警示教育片《警戒》。市委常委、市
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沈良杰从开展政法队伍教育整顿
的必要性、当前政法系统存在的问题、如何打造过硬政
法队伍等三个方面，作了专题廉政教育报告。

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市政法队伍教育整顿领导
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龚心明指出，当前政法队伍教
育整顿学习教育环节已过大半，即将进入评估验收阶
段。他要求，全市各政法单位要提速发力，深入开展“回
头看”，扎实搞好效果评估，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确保学
习教育有质有效；要提前筹划，把自查自纠挺在前，把组
织查处做到位，把专项整治抓到底，确保查纠整改挖深
挖透；要提高站位，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督导、注重实
效，确保政治责任压紧压实。

（融媒体记者 陈天灵 宋东炜）

围绕党史学习教育，我市创新推进“八个一”活动——

追寻红色记忆 感悟榜样力量

寅阳镇益成村为革命烈士施锡林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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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6日，市融媒体中心机关党支部组织在职党员、入党积极分子，以
及部分团员青年代表来到王鲍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大家边
走边看边学，从革命老区的红色记忆中汲取奋进力量。

图为全体党员在王澄、鲍志椿两位烈士的雕像前，重温入党誓词。
融媒体记者 高雅 施彦佟 王海兵摄

重温入党誓词
汲取奋进力量

本报讯 3 月 30 日，省
委、省政府召开全省2020年
度高质量发展总结表彰大会。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会上强调，
要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集中精
力办好自己的事，坚决扛起

“争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
列”的光荣使命，迈好现代化
新征程第一步，以高质量发展
新成果迎接党的百年华诞。

省委副书记、省长吴政隆
主持会议，省政协主席黄莉新、
省委副书记张敬华出席会议。
会议以视频形式召开，我市设
分会场组织收听收看。李玲、杨
中坚、邵茂华等市四套班子领
导在启东分会场收听收看。

娄勤俭指出，面对错综复
杂的外部形势和前所未有的
严峻挑战，江苏经济社会发展
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成效，始
终走在前列，得到习近平总书
记和党中央、国务院充分肯
定。这是对我们坚持新发展理
念、推动高质量发展成果的最
高认可，是对全省各地各部门
各条战线奋斗奉献的最高褒
奖，是对我们矢志不渝、接续
奋斗的最大激励。综合考核实
施三年来，全省各地各单位在
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上比学赶
超，“比”出了决胜大战大考的
信心动力、“学”出了困难挑战
下抓发展的本领方法、“赶”出
了争先进位的行动力与创造
力、“超”出了干事创业的境界
与可能，实现了江苏高质量发
展的万紫千红、精彩纷呈。

娄勤俭提出，党的十八大
以来，特别是近一段时期，总
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
调，“要办好自己的事”。我们
要深刻领会这一重大论断的
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心无旁
骛、扎扎实实办好自己的事，
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创造未来
更多可能性，在变化变局中育
先机开新局。

娄勤俭指出，要在大局大
势中找准目标定位，沿着正确
的方向办好自己的事。要办好
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事，牢牢守
住实体经济这个基本盘，牢牢
把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这
个战略目标，把自立自强、补
链强链作为切入点、突破口，
抓大事抓要事抓难事，攻重点
攻痛点攻堵点，率先把结构调
过来、功能转过来、质量提上
来。要办好创造高品质生活的
事，以人民为中心，聚焦共同
富裕，围绕教育、医疗等人民
群众关心关切，持续排查解决
民生问题，把握人民群众对生
活的新期待，统筹需要和可
能，让全省群众都能过上更加
殷实、更加富足、更有安全感

幸福感的生活。要办好实现高效能治理的事，坚持集成
创新、优化完善，推广应用“大数据+网格化+铁脚板”等
机制做法，积极探索具有市域特点、县域特色的社会治
理新模式，让江苏的发展更加令人自豪、让人向往。

娄勤俭强调，要把握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用科学的方
法办好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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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转第3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