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强党纪学习教育，是落
实全面从严治党要求、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的一项基础性、经
常性工作。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高度重视党纪学习教
育，习近平总书记从推进党的
自我革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
略高度，紧紧围绕全面加强党
的纪律建设，发表一系列重要
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系统阐释加强党的纪律教育的

重大意义、内容对象、方法途
径、目标任务，为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提供了科学指引和重要
遵循。今年 4月至 7月，在全
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这是以
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推动全面
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重要举
措，彰显了我们党不断推进自
我革命的历史自觉和使命担
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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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坚持“三个导向”助推党纪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 武进区委党校 师伟

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
育，最终目的是要实现以学促
干，推动事业高质量发展。一
要坚持学纪。学纪是知纪明纪
守纪的基本前提。要坚持原原
本本学、领悟要义学、联系实
际学，坚持个人自学与集中学
习相结合，紧扣党的政治纪
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
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
进行研讨，真正做到入脑入
心。二要坚持知纪。 《条例》
强调，党章是最根本的党内法

规，是管党治党的总规矩。党
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
党员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是
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
任务的保证。三要坚持明纪。
把他律要求转化为内在追求。
要力戒形式主义，大力弘扬理
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
风。摒弃“学习一阵风、为完
成任务而学、学习一刀切”式
的学习，要多咬耳朵扯袖子，
加强宣传引导，以良好作风将
理论学习转化为实际行动。四

要坚持守纪。通过党纪学习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政绩观、事业观，习
惯于在严格约束下奋发干事创
业，将学习教育激发出的工作
热情转化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武进新实践的强大动力。

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是
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
做到“两个维护”的必然要
求，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
展的重要举措，是以彻底的

自我革命精神强化监督执纪
的有力抓手。我们党是靠革
命理想和铁的纪律组织起来
的无产阶级政党，纪律严明
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特优势。
要以此次党纪学习教育为契

机，进一步强化纪律意识、
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
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
力、道德定力、抵腐定力，
始终做到忠诚干净担当。

这次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
明确要求准确把握目标要求，
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学纪、知纪、
明纪、守纪，搞清楚党的纪律规
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什么、不
能干什么，始终做到忠诚干净
担当。党员干部要始终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领
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党的
纪律教育的重要论述。此次党

纪学习教育的重点就是要在学习
贯彻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
例》上下功夫见成效，既要原原
本本、逐章逐条学好各项规定要
求，更要抓住纪律尤其是政治纪
律的主旨要义。坚持以案促学、
以训助学，从身边事身边人中汲
取经验教训，真正受警醒、明底
线、知敬畏。切实维护纪律的刚
性、严肃性，不断把全面从严治
党引向深入。

坚持目标导向，搞清楚“学什么”

□ 记者 何晓丹

坚持问题导向，搞清楚“为何学”

坚持实践导向，搞清楚“怎么学”

“这是最后的斗争，团结起
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
定要实现！”6月 26日，常州远
洲酒店三楼常州厅内，常州市政
协委员、常州市音乐家协会副主
席、江苏理工学院教授马凌唱响
令人热血沸腾的 《国际歌》，带
领来自常州市地方金融行业协会
党支部的党员们，穿越百年烟
云，与中国红色音乐的先驱、
《国际歌》首位汉语译者瞿秋白
“对话”。

这场主题为“从红色音乐
中感悟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
系”的音乐党课，时长近 1 小
时。马凌从井冈山精神、长征精
神、抗战精神等 6种精神切入，
对《井冈山上太阳红》 《四渡赤
水出奇兵》 《黄河颂》 《赤潮
曲》等红色经典音乐作品中包含
的爱党、爱国本质进行深挖后，
将其具有的较高艺术价值和审美
情趣、丰富思想内涵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之中，用音乐上党课、
用艺术讲党史，变“照本宣科”
为“身临其境”，变“理论灌
输”为“音乐感染”，变“经典
感动”为“新颖互动”，让现场
党员颇受震撼。

谈及与音乐党课的结缘，马
凌打开了话匣子。她说，2019
年，她获批了一个江苏省社科基
金项目———《苏南音乐史料的整
理和传承研究》，开始对常州籍
的音乐名人进行深度的挖掘和解

读。“当时研究到咱们‘常州三
杰’之一的瞿秋白，其实我最初
也和大家一样，只知道他公开译
配了 《国际歌》，创作了歌曲
《赤潮曲》，但经过不断的调研发
现，他一生创作了 30余首红色
歌曲，通过音乐这种方式记录下
了中共早期的党史，是非常珍贵
的史料。”此后，如何传承赓续
历史文脉，将这些作品还原并搬
上舞台，成为她一直思索的课
题。
为此，马凌带领团队查阅文

献资料近 1000册，走访调研近
100 次，率先系统性挖掘、整
理、研究瞿秋白创作的乐曲 30
余首，并领衔成立“乐之秋白”
宣讲团，选优配强 10支宣讲小
组，通过对瞿秋白《赤潮曲》《救国
十二月花》《上海打仗景致》等红
色音乐作品的诠释，用时代话语
生动展现党课独特魅力。
在江苏理工学院内，悠扬清

脆、柔和动听的古筝声阵阵，马
凌的音乐党课生动开讲。环顾一
圈，课堂人气颇高，不仅鲜少有
学生缺课，还时常有其他专业学
生慕名“蹭课”，来自学校外国
语学院的张鑫即是其中之一。从
初听惊艳，到再听钟情，张鑫连
续四个学期风雨不改、如期而
至。“有讲、有唱、有吟诵，这
样沉浸式的音乐党课，每次听都
有不同的收获……”张鑫表示，
音乐党课让其深受感染。他还主

动申请加入了“乐之秋白”宣讲
团，希望发挥自身力量，感染身
边更多人。

自 2021年起，马凌还带着
“乐之秋白”宣讲团走出校园，
走进常州市委党校、常州三杰纪
念馆、常州市交警支队等党政机
关及我区的牛塘镇等地，累计开
展 500 余场次红色音乐党课，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

姓家”。并在我市的锦阳社区、
陈渡社区、荆川社区等定期开展
“常州三杰”红色音乐党史的系
统学习和专业培训，由党史导师
和音乐导师带领志愿者进行瞿秋
白红色音乐党史的系统学习，吸
引更多人加入理论宣讲队伍。
“目前，‘乐之秋白’宣讲

团已经成功孵化 100 多名宣讲
员，其中年龄最大的 75岁，最

小的 9岁。”马凌表示，接下来，
还计划开展武进音乐名人的挖掘
和研究工作，让音乐党课持续升
级、不断扩容，通过“声”入人
心的方式，把党史讲深讲透讲
活。并依托牛塘镇游塘书苑内的
“马凌工作室”，以点带面、辐射
带动，吸纳更多老中青少志愿者
加入，让音乐党课在武进薪火相
传。

瞿秋白红色音乐分享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