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阵地”发挥“大作用”

□ 记者 黄雅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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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

坚持学纪知纪明纪守纪
□ 武进区委党校 李琳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纪律严明是党的光荣传统和独
特优势，正是靠着严明的纪律
和规矩，中国共产党才能不断
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
伟大胜利。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把纪律挺在前面，将纪律
建设纳入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
布局，坚持不懈用严明的纪律
管全党、治全党，从根本上扭
转了管党治党宽松软的状况，
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
强纪律保障。
延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

深刻指出：“党的纪律是带着
强制性的；但同时，它又必须
建立在党员与干部的自觉性上
面，决不是片面的命令主义。”
这就要求党员干部不仅在日常

工作中时时处处以党纪为尺，
把红线卡准、把底线描清；而
且要将党规党纪融入生活的方
方面面，净化“八小时之外”
生活圈，保持良好的生活作风
和高雅的生活情趣。全体党员
要自觉对标党纪学习教育的目
标要求，增强政治自觉、学习
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主动接受淬炼洗礼，把遵规守
纪刻印在心落实于行。

自觉学纪、准确知纪。有
所知才能有所畏，有所畏才能
有所止。只有全面准确掌握并
知晓纪律的边界，才可能不违
规破纪，不越雷池红线。从以
往一些违规违纪案例看，不少
党员干部因为对党纪学习不深
入，对党规了解不准确，以致
问题发生。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们党先后 3 次修改 《中国共
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向全党释
放了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
的强烈信号。广大党员干部应
以此为契机，主动学、认真学，
自觉对照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对照 《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 中政治纪律、组织
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
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各项规定，
准确全面理解，掌握精神实质，
明确哪些事能做、哪些事不能
做，在熟悉掌握《中国共产党纪
律处分条例》的基础上，真正把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刻
在心上、烙在脑海，自觉增强
纪律意识和规矩意识。

心中明纪、严格守纪。木
受绳则直，金就砺则利。党员
干部必须自觉把党纪当成“紧

箍咒”“护身符”，时刻明晰公
与私的“警戒线”、是与非的
“高压线”、情与纪的“分界
线”，才能始终稳得住心神、管
得住行为、守得住清白。如果
只是口头上表示服从，在执行
党规党纪时讨价还价，甚至公
然违背，那就不是真正遵守纪
律。要坚持边学习、边对照、
边检视、边整改，对照新修订
的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要求，检视在学纪知纪明纪守
纪方面存在的问题，立行立改、
彻底整改。要持续用理想信念、
初心使命、党性原则筑牢遵守
纪律的思想根基，始终做到思
想锤炼从严、工作标准从严、
作风养成从严、自我约束从严，
使铁的纪律成为日常习惯和自
觉遵循，从而不断增强政治定

力、纪律定力、道德定力和抵
腐定力。

胜人者力，自胜者强。严于
律己是党员领导干部为政之道、
成事之要、修身之本。忠诚干净
担当，着力固本培元，在思想、
品德、行为上从严要求自己，始
终不忘初心，意志坚定，做严格
自律的标杆。只有心有敬畏、行
有所止，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
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才能心
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永葆共产党人凝聚力
创造力战斗力。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树立文化自信自强
的信心和底气，弘扬传统文化，
讲好中国故事……”在古色古香
的杨桥新书场里，“前新说”理
论宣讲员杜心怡正在围绕文化自
信展开宣讲，引发观众共鸣。

群众在哪里，宣讲阵地就延
伸到哪里。

针对不同受众人群，前黄镇
不断拓展宣讲阵地，以杨桥新书
场、稻田观景园等新时代文明实
践点作为宣讲主阵地，同时开拓
村委广场、农家书屋、文体公园
等室内室外宣讲“微阵地”，不
定期开展理论宣讲，把党的创新
理论不断引向深入。

上周，一场红歌合唱会在
寨桥文体广场举行，来自当地
的文艺爱好者、小学生、退休
工人、附近居民等近 500 人一
同高歌，表达对党和祖国的热
爱与自豪。居民孙建国感叹，
“我有 40 多年的党龄，在这里

歌唱我们伟大的祖国，让我心
潮澎湃。”

这场活动的承办者———前黄
雅韵艺术团，作为多年来活跃在
基层一线的一支红色文艺轻骑
兵，还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编
排出了锡剧新说唱《中国式现代
化》、小品《我们这代人不会浪
费》 等一批“沾泥土”“带露
珠”“冒热气”的文艺节目，进
社区、进村组、进企业，向群众
近距离、面对面地传递党的好声
音。

田间地头、文明实践中心……
一场场富有深度和温度的宣讲，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在千年水乡落
地生根；一次次深入透彻、鲜活
生动的解读，如春雨滋润心田，
满足了宣传群众、教育群众、服
务群众的时代需要。下阶段，前
黄镇将不断创新宣讲方式，进一
步壮大基层宣讲队伍，真正让党
的创新理论“声”入人心、落地
生根、开花结果。

杨桥，是前黄镇最南端的
一个古老村庄，因一座石拱桥
南杨桥得名。抗日战争时期，
杨桥是新四军太滆根据地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共太滆地委就
设在杨桥南的邵家祠堂。

宣讲员庄柠告诉记者，近
年来，前黄镇精心修复了新四
军南杨桥地下交通站旧址等红
色遗址，盘活被闲置的红色资

源，将其打造成党史课堂，传
承红色基因。
“什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必由之路？”“什么
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
“这个我会，我来回答……”
每年的杨桥庙会备受瞩目，该
镇将理论宣讲搬到杨桥老街，
实现党的创新理论和地方历史
文化有机结合。

多年来，前黄镇用好辖区
红色教育资源，打造沉浸式、
体验式课堂，组织党员现场参
观学习，推动党员在学习阵地
边学边悟。用好“新前黄”公
众号等线上平台，开设“理”
响前黄专栏，组织党员干部参
加“金句我来讲”活动，以微
视频、微音频、微图文等方
式，为理论宣讲开辟新途径。

“大爷大妈们，咱们的
‘微党课’马上就要开始啦！”
这样的场景，在前黄镇各村
（社区） 每个月都有好几次。
这也是前黄镇开展党的创新理
论宣讲的生动一幕。

宣讲员金文婷是“前新
说”理论宣讲队的一名成员，
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专题摘编》第四章进行了
生动阐述。“我们在家门口就

能了解党的理论，挺好的。”
漳湟村村民张秋良竖起了大拇
指。

近年来，前黄镇招募政治
素质好、理论水平高、宣讲能
力强的党员干部、基层宣讲
员、文艺骨干等组建“前新
说”理论宣讲队，坚持以群众
需求为导向，创新开展针对
性、分众化的有特色、有亮
点、有实效的宣讲，确保活动
常讲常新。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以简单
的方式深入人心、落地生根。
前黄镇实施“前新之声，言之
有‘理’”项目，邀请村书记、
年轻干部、基层宣讲员、文艺
骨干、党员代表等“上讲台”，
传播党的声音。对年老体弱、
行动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
上门”，确保所有党员“不缺
课”“不漏学”“不掉队”，
真正实现了党的理论进万家。

在非遗纸浆画体验活动中，党员们在专业老师的指
导下亲手制作纸浆画，细腻笔触下，党的元素巧妙呈现；
在联庆村的田间地头，宣讲员用“土生土长”的方言、
“喜闻乐见”的形式，把党的好方针、好政策传播开来；
在丁舍村丰收的果园里，助农直播间主播一边介绍桑葚、
葡萄等特色农产品，一边与网友交流乡村发展新途径，
党的创新理论在润物无声中融入网友心中……

基层宣讲是打通党的创新理论传播“最后一公里”
的重要渠道。近年来，前黄镇不断创新宣讲形式、拓宽
宣讲阵地，组建“前新说”理论宣讲队，打响“前新说”
理论宣讲工作品牌，让党的创新理论通俗易懂，持续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入脑入心。

“小课堂”印证“大发展”

“小团队”焕发“大能量” 红歌合唱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