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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月 25日电 近日，中

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全社会开展

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

发展史宣传教育的通知》，对在中国共产

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传教

育作出安排部署。

《通知》强调，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旗帜，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

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

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

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围绕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全社会广泛

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

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

入人心，引导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

国共产党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

献，深刻感悟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为人

民的初心宗旨，学习中国共产党推进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果，

传承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伟

大精神，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伟大实践中

建功立业。

《通 知》明 确 ，要 以 学 习 宣 传 贯 彻

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主线，准确把握这一重要思想的理论

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深入领会这

一重要思想的历史地位和重大意义，不

断增进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认同、

情感认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的重要论述，特别是在党史

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及

时跟进学、前后贯通学、联系实际学。要

把握“四史”宣传教育内涵，注重内容上

融会贯通、逻辑上环环相扣，引导广大人

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等基本道理，加深

对党的历史的理解和把握，加深对党的

理论的理解和认识。

《通知》指出，要组织好各项宣传教

育活动。一是开展读书学史活动。开展

“书映百年伟业”好书荐读活动，举办“红

色经典·献礼百年”阅读活动，组织“强素

质·作表率”读书活动，开展党建文献专

题阅读学习活动。二是组织基层宣讲活

动。广泛开展百姓宣讲，深入基层开展

巡回宣讲，用小故事讲透大道理。举办

形势报告会、“四史”专题宣讲等，邀请领

导干部带头作报告。三是开展学习体验

活动。深入挖掘红色文化内涵，精心设

计推出一批精品展览、红色旅游精品线

路、学习体验线路。组织有庄严感和教

育意义的仪式活动，开展文化科技卫生

“三下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四是开展致

敬革命先烈活动。结合烈士纪念日等重

要纪念日及其他传统节日，组织开展祭

扫烈士墓、敬献花篮、宣读祭文、瞻仰遗

物等活动。开展“为烈士寻亲”专项行

动，组织“心中的旗帜”等红色讲解员大

赛，弘扬英雄精神。五是开展学习先进

模范活动。集中宣传发布“3 个 100 杰出

人物”，开展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获得者、

时代楷模等先进模范学习宣传活动。深

入走访慰问老战士、老同志、老支前模

范、烈士遗属等，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六

是开展红色家风传承活动。发挥文明家

庭、五好家庭、最美家庭的示范带动作

用，通过巡讲、主题展、快闪、家庭故事汇

等方式讲述感人家风故事。七是开展全

民国防教育活动。组织开展“迈向强国

新征程·军民共筑强军梦”巡讲，组织军

营开放活动，抓好高校和高中学生军训，

依托国防教育基地进行红色研学，强化

全民国防观念。八是组织群众性文化活

动。组织美术展、优秀影视剧展播、优秀

网络文艺作品展示等活动，开展知识竞

赛、演讲比赛等活动。创新实施文化惠

民工程，开展“唱支山歌给党听”群众歌

咏、广场舞展演、“村晚”等活动。

（下转第三版）

中办印发《通知》

在全社会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

八百里沂蒙，一片红色沃土。

革命战争年代，百万沂蒙人民拥

军支前，十万英烈血洒疆场，军民水乳

交融、生死与共，铸就了不朽的沂蒙精

神。习主席深刻指出，沂蒙精神与延

安 精 神 、井 冈 山 精 神 、西 柏 坡 精 神 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不

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扬光大。

初夏，记者深入齐鲁大地，探寻沂

蒙精神的光芒和力量。

“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内松柏掩映，

庄严肃穆。由毛泽东亲笔题写碑名的

纪念塔，为 6.2 万余名烈士而立。

1939 年 10 月，八路军第 115 师遵

照党中央指示挺进山东，创建了沂蒙

革命根据地。当时，根据地 420 万人口

中，有 20 多万人参军参战，120 余万群

众拥军支前，10 万余名革命先烈长眠

于 这 片 土 地 。 陈 毅 元 帅 曾 深 情 地 感

叹：“我就是躺在棺材里也忘不了沂蒙

山人。他们用小米供养了革命，用小

车把革命推过了长江！”

“我一来到这里就想起了革命战争

年代可歌可泣的峥嵘岁月。”2013 年 11

月 25 日，习主席在山东考察期间来到

华东革命烈士陵园，向革命烈士纪念塔

敬献花篮，参观沂蒙精神展，听取沂蒙

地区革命战争历史介绍，并会见了当地

先进模范和当年支前模范后代代表。

今 年 91 岁 高 龄 的“ 老 支 前 ”王 克

昌，仍清晰记得 8 年前习主席到他家中

的情景。那天，习主席挨个房间察看，

并坐下来同王克昌一家人拉家常，关

切询问家里有几亩地、搞柳编能挣多

少钱、还有什么困难？听老人说家里

的生活有了改善，习主席很高兴。

“共产党是为贫苦老百姓打天下

的，我们情愿勒紧裤腰带，哪怕不吃不

喝也得让子弟兵打胜仗。”谈起往事，

王 克 昌 的 豪 气 不 减 当 年 。 王 克 昌 于

1948 年 参 战 支 前 ，抬 过 担 架 、救 过 伤

员。淮海战役期间，他推着小车一路

南下，给部队运送后勤补给和物资。

习主席强调，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但我们不能忘记历史，不能忘记那些

为 新 中 国 诞 生 而 浴 血 奋 战 的 烈 士 英

雄，不能忘记为革命作出重大贡献的

老区人民。王克昌所在的临沭县曹庄

镇朱村有一项延续了 77 年的特殊年

俗——第一碗饺子敬烈士。每年大年

初一，全体村民捧着热乎乎的饺子，带

着鲜花，来到朱村抗日战斗纪念碑前

祭奠英烈。

朱 村 抗 日 战 斗 纪 念 馆 义 务 讲 解

员、71 岁村民王经臣讲述了那段难以

磨灭的记忆：1944 年除夕，日伪军对朱

村进行报复性扫荡，八路军滨海四团

三营八连为守护村民英勇奋战，24 名

战士光荣牺牲。战斗结束后，八连的

战士不愿给村民添麻烦，婉拒了村民

送来的年夜饭。正月初一一大早，村

民自发来到村头，祭奠在此牺牲的烈

士。自此，这一特殊年俗传承至今。

沂蒙大地，鲜血染红。这样的故

事不胜枚举。

为什么沂蒙山区的群众如此爱党

爱军？“沂蒙山”这个名称明确响亮地

提出来，始于党中央、毛泽东对 115 师

东进的电文：“要建立沂蒙山抗日根据

地。”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八路军、

新四军、华东野战军在此的每一次规

模作战，都会伴随声势浩大的群众支

前。乳汁救伤员、冬夜河里搭人桥……

革命先辈与沂蒙人民用鲜血和生命谱

写了军民鱼水情深的史诗赞歌。

“沂蒙六姐妹、沂蒙
母 亲 、沂 蒙 红 嫂 的 事 迹
十分感人”

可歌可泣，激励后人

村村有烈士，处处有红嫂。革命

战争年代，沂蒙山区的青壮年男性参

战支前，女性则在后方为革命事业撑

起“半边天”——

抗战期间，沂蒙老区 15.5 万余名

妇女先后以不同方式掩护了 9.4 万余

名革命军人和抗日志士，4.2 万余名妇

女参加了救护八路军伤病员的工作，

共救助伤病员 1.9 万余人。

“我们一家三代有 18人入党、7人参

军、1人牺牲。”10年来，沂南县退休教师

于爱梅一直在做一件事：将沂蒙精神讲

给更多人听。如今，她的足迹遍布大半

个中国。

“习主席的接见给了我莫大的动

力。尽管我快 70 岁了，但干事的劲头

更 足 了 。”回 想 起 与 习 主 席 的 两 次 见

面，于爱梅十分激动。2013 年 11 月，

习主席在山东考察期间，亲切接见了

于 爱 梅 等 当 地 先 进 模 范 。 2016 年 12

月 ，习 主席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

庭代表时，又和于爱梅亲切握手。

“蒙山高，沂水长，军民心向共产

党……”抗日战争时期，于爱梅的奶奶

王换于家是“红色堡垒户”，罗荣桓、徐

向前等老一辈革命家都在她家中工作

生活过。徐向前委托王换于在她家小

院创办战时托儿所，王换于不负重托，

拼尽全力保护革命后代。

（下转第三版）

鱼水情深，沂蒙颂歌永传唱
■本报记者 康子湛 张笑语 张雨晴

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记者

在沂蒙老区采访期间，听到许多军民

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感人故事。这

无不反复证明着一个真理：兵民乃胜

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

存在于民众之中。

回首我党百年历史，中国共产党

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辉煌党史，

就是一部践行党的初心使命的历史，

就是一部党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历史。

江 山 就 是 人 民 ，人 民 就 是 江 山 。

在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的 新 征 程

中 ，我 们 要 牢 记 我 党 我 军 性 质 宗 旨 ，

坚 持 一 切 为 了 人 民 、一 切 依 靠 人 民 ，

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人

民 对 美 好 生 活 的 向 往 作 为 奋 斗 目

标。唯有如此，人民军队才能拥有无

比 坚 强 的 后 盾 ，才 能 所 向 披 靡 、一 往

无前。

一切为了人民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全军各单

位深入贯彻党中央关于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的要求，纷纷制订“实

事清单”，变“坐等上门”为“服务上门”，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把实事办好，把好事办实，是官兵

的 期 待 ，也 是 领 导 干 部 和 机 关 的 责

任。然而，个别单位在为官兵办实事

上 不 主 动 、不 热 情 ，甚 至 打 起“ 太 极

拳”。问其理由，往往会用“好事多磨”

解释。殊不知，好事也怕拖。拖沓拖

延、磨磨蹭蹭，只会“磨”掉军心士气，

“磨”丢领导干部和机关形象，“磨”坏

部队的作风和战斗力。

学史力行，贵在实干。各单位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应发扬“马上就办”

的作风，深入查找部队建设中的堵点

难点、短板弱项和官兵面临的现实困

难，列出项目清单，明确时间节点，严

格落实责任，把办实事解难题的情况

作为督导评价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指

标，引导各级把事情往快里办、往实里

办、往好里办。

办实事不能“打太极”
■张翊国 汪逸竹

5月 19日，北部战区海军某防救支队联合军地救生力量开展多课目救援演练。图为救生钟出水。

梁佳霖摄

初夏时节，第 79 集团军某旅野外驻

训地，轰隆的炮声响彻山谷。

“炮长注意，前方 1200 米发现‘敌’

步战车，滑行歼灭！”电台传来指令，装

步一连驾驶员张弛迅疾降挡减速。剧

烈 的 颠 簸 下 ，车 组 炮 长 牟 首 碧 左 眉 撞

上测瞄制导仪，鲜血直流，瞬间模糊了

左眼。

来不及多想，牟首碧一把抹去鲜血，

快速调整射击角度。炮管向右划过一道

弧线，一声爆裂的轰鸣传来，炮弹呼啸着

直扑目标。很快，观察所传来报告：精准

命中！

“把训练当实战，就得经受各种考

验！”考核结束，牟首碧车组以隐显目标、

运动目标、机枪目标单点射和长点射命

中率最高拿下冠军。

官兵迎难而上、越战越勇的血性胆

气从何而来？“来自革命战争年代炮火

硝烟的洗礼，也来自一代代官兵披肝沥

胆地坚守传承。”一连指导员柴端阳自

豪地说。

1941 年 2 月，该连前身由晋察冀军

区教导团改编组建，1943 年 2 月，又与一

支敌后便衣队合编为侦察连。彼时，日

寇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封锁，

妄图切断我军供给来源。连队官兵坚持

“白天抓生产、晚上打鬼子”，以伏击、袭

击、阻击等手段与敌作战，同时超额完成

生产任务，积累了一系列宝贵经验。随

后，该连被晋察冀军区授予“连队灯塔”

荣誉称号。

“条件越艰苦，信念越坚定，行动越

勇猛。”柴端阳告诉记者，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连队先辈多次以

舍我其谁的血性斗志，立下赫赫战功，涌

现出“全面战斗英雄”寇善卿、“大功六

班”等大批先进典型和英模集体。

时代更迭，连队一茬茬官兵砥砺奋

斗，积淀形成了“打不垮、摧不烂；团结

紧、排万难；拿第一、争荣誉；创先进、当

模范”的光荣传统。而这，也成为新时代

“灯塔传人”赓续红色血脉、矢志精武强

军的不竭精神源泉。

2015 年，连队代表陆军装甲兵参加

俄罗斯国际军事比赛“苏沃洛夫突击”项

目，这是中国军队在这个项目的首次亮

相。一连战士张民益以连魂激励自己，

在异国赛场打出骄人战绩，获得“最佳射

手”称号，荣立个人二等功。

“ 精 神 不 朽 ，则 堡 垒 坚 强 ；堡 垒 坚

强 ，则 无 往 不 胜 。”连 长 焦 晟 轩 告 诉 记

者，在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全连官兵

砥砺前行、奋勇拼搏，连队连续 28 年被

评为“基层建设先进单位”，近年来多次

在 各 级 比 武 中 获 得“ 先 锋 连 ”“ 刀 尖 子

连”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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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生推动祖国核动力事业澎湃前行
—记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

党的革命精神谱系系列文章之一—

星火燎原 光耀未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