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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内信息
△桐城市“谈、讲、看、走、比”促组织生活提质增效。“谈”。

开展“每月大家谈”活动，党员干部围绕当前党内重要工作、党

员关心的热点问题等开展专题讨论，主动思考、主动学习、提出

对策。深化党员联系服务群众机制，创新开展“书记夜话”活动

67 次，采取政策宣讲、交流对话、集体讨论、现场解答等方式，

上门服务解决问题 42 个。“讲”。落实领导干部上党课制度，

领导干部每年结合工作实际轮流上一次党课，各基层党组织书记

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讲党课 120 余次。举办“村

社书记论坛”4 期、“头雁讲堂”1 期，开设老支书工作室，搭建

村党组织书记学习交流、锻炼提高的平台。开展“季度大讲台”

“党课大家讲”等活动，已组织 100 余名机关年轻党员走上讲台

畅谈个人学习和认识，为党员提供展示才华的平台。“看”。坚

持“逢会必学”“逢会必看”，充分利用各级先锋网、干部远程

教育等资源，组织观看党员电教片、先进事迹报告会等，用鲜活

的事例、生动的内容让党员接受最直观的教育，今年来，241 个

先锋站点开机率 100％。开展组织生活观摩互学活动 7 次，各党

组织通过互看互学互比，看经验、找差距、促提升，对基层创新

的党员网格化管理、党员先锋哨等优秀做法进行全市推广。“走”。

把党内组织生活开到室外，组织党员到工作一线去感受，到先进

基层组织去体验，到艰苦一线去锻炼，让党员有对比、有体会、

有目标、有行动。结合防疫防汛、文明创建、乡村振兴等重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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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建立党员冲锋队和党员先锋岗，组织 2100 余名党员干部靠前

服务、靠前战斗。结合革命传统教育、志愿服务、重要节日等，

开展“点亮微心愿”“发放就业大礼包”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

的主题党日活动。“比”。根据学习内容，广泛开展各类知识竞

赛、党小组综合评比和各类达标争创活动，将学习内容融入活动

之中，通过活动促进学习，营造浓厚氛围。定期组织开展“最佳

组织生活”评比、“党课擂台”等各具特色的评比活动，以点带

面，争先创优，不断提升党内组织生活质效。截至目前，各基层

党组织已精选上报组织生活案例 126 条，择优选取其中 31 条在先

锋网开设专栏进行宣传推广。（桐城市委组织部）

△宿松县激活农村党员教育“神经末梢”。宿松县立足农村

党员如何上好“思政课”苦心钻研，不断开拓工作思路，让基层

“党课”更具“乡土气息”，符合“群众口味”，彰显“地方特

色”。立足“管得好”。宿松现有党员 34492 名，其中农村党员

19834，流出党员 7763，根据农村党员队伍的年龄、文化层次、

地域分布等特点，进行分层分类管理，以“精准滴管”代替“大

水漫灌”。打造流动党员“候鸟”驿站，对流动党员实行登记、

汇报、跟踪、反馈等“动态管理”，同时依托绿色邮路打通红色

“学路”。按照“地域相近、组长送学”的原则，灵活设置老年

党员党小组，将学习资料、党员会议精神及时传达到每一位老党

员身边。6 个党建协作区打破地域限制开设青年党员“移动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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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诸葛论坛”50 余期。普通党员依托“三会一课”、主题党

日、谈心谈话等制度，形成学习教育常态化。建强“主阵地”。

拓展线下阵地，在现有乡镇党校分校基础上，从阵地体系、师资

队伍、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全新升级，精心打造乡镇党校 2.0 版，

210 个村居把支部活动室打造为党员活动中心、学习培训中心和

便民服务中心。注重用“活”本地红色资源，县烈士陵园、趾凤

乡白崖寨红色教育革命基地、北浴乡罗汉尖红色教育革命基地等

地成为现场教学点。结合乡村振兴产业基地建设 10 余个党员实践

服务基地。赋能线上阵地，充分利用好远程电教，236 个远教站

点覆盖 22 个乡镇 208 个村（社区），定期更新红色专题片。用好

用活“学习强国”“安徽干部教育在线”等平台，加大必修课程

的督学力度。提升“烟火气”。突出党性教育与作用发挥、知识

培训与产业发展、思想锤炼与技能提升“三个结合”，对村（居）

两委侧重于党在农村方面的方针政策、村务管理、村级集体经济

发展、法律法规等课程的安排。在抓好一般党员党性教育的基础

上，有重点地组织种养殖等实用技术培训，邀请农业专家、教授

现场授课，让党课不仅“丰盈”党员脑袋，还能“充实”群众口

袋。针对老弱妇孺党员增加防电诈、法律维权、家庭教育等内容。

浓厚“家乡味”。善用巧用“本土化”载体，运用授课式、互动

式、观摩式等教学方法，采取“错时错峰”“农闲开班”等方式，

把教学课堂延伸到田间地头、生产一线，让基层党课冒着热气、

透着生气。成立了“乡贤宣讲团”，开展乡贤文化“进厅堂、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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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进讲堂、进礼堂”活动，让乡贤的嘉德懿行垂范乡里。创

新开设“板凳课堂”“小院讲堂”等形式，融入地域文化，运用

黄梅戏、文南词、大鼓书传唱全会精神，让学习教育更生动、更

鲜活。（宿松县委组织部）

△迎江区规范主题党日制度提升组织生活质效。强化制度设

计，做到“有的放矢”。出台《关于进一步落实和规范基层党组

织“三会一课”制度的通知》，要求全区 501 个基层党组织每月

至少开展 1 次主题党日，每次主题党日时间不少于半天，要确保

政治属性、形式多样、见行见效。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效

果导向，引导全区 445 个党支部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根本任务，同时结合本单位实际，创设“群

众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等主题活动 258 个，做到年初有计划、

月月有安排、次次有主题。注重因地制宜，实现“百花齐放”。

坚持规定动作与自选动作相结合，在做好“三会一课”等规定动

作的同时，充分利用好全市丰富的红色资源，定期组织参观瞻仰，

结合重温入党誓词、过“政治生日”等自选动作焕发支部党建活

力。鼓励各级党组织根据党员的特点和需求，充分运用“互联网+”

思维，探索建立网络党校、网上课堂，推动组织生活全覆盖、有

实效，让组织生活的“党味”和“鲜味”浓起来，使主题党日活

动更接“地气”、更贴实际、更显特色、更具实效。突出示范引

领，确保“常态长效”。注重深化党支部联系点制度，全区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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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县级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参加所在支部组织生活，帮助解决实际

问题 152 个。建立健全定期列席党支部主题党日机制，组织开展

“三会一课”交流观摩活动 20 余场次。建立督促提醒机制，定期

对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的整体效果进行综合研判，对执行不力、

敷衍应付的党支部书记，及时约谈提醒；对存在严重问题的支部，

列入软弱涣散基层党支部进行整顿。今年以来，区委组织部已对

33 个村（社区）级党组织开展全面督查，督导整改问题 20 个。

（迎江区委组织部）

市外参考

△丽水市庆元县：“四味课堂”让党员教育“提味增鲜”。

红色党课让党员教育有原味。本着“自下而上、逐级选择、好中

选优”的基础原则，组织党组织书记、乡村振兴带头人、产业专

家等领域的优秀人才，组成了党员教育师资库、宣讲团，深入机

关企业、搬迁社区、偏远农村进行宣讲。目前，庆元已形成党史

宣讲团、名师宣讲团、草根宣讲团等 9 支宣讲团，根据不同党员

群众的学习需求，广泛开展分众化、对象化宣讲活动，让党员群

众在“家门口”即可享受“文化大餐”，以此推动党员教育落细

落实，取得扎实成效。情景党课让党员教育有趣味。庆元县以深

化开放式组织生活体系为基础，从丰富内涵、创新载体、活化形

式三个方面精准发力，实现党员教育从“说教式”向“融入式”

转变。目前，庆元通过充分挖掘本地实物、实景、案例，编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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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罐银元》《两只红军碗》《刘英》等 23 部戏剧党课，并在全

县文化礼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等阵地开展巡回展演，还创

作出《牧牛岗上战旗红》《喊一声浙西南》等不同历史阶段的红

色歌曲 15 首，以此增强互动性、灵活性。此外，还通过举办看一

次红色电影等“六个一”活动,让党员在学习的过程时置身其中、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云上党课让党员教育有新味。面对流动党

员、搬迁村党员、老党员等因行动不方便、时间不灵活的现实问

题，庆元县不断整合阵地资源，创新打造云上课堂，助推党员教

育更有广度、有深度。近年来，借助融媒体中心、共青团庆元县

委等力量，创作出“一把手谈发展”“书记讲党史”等 12 个系列

微党课。并对“烽火英雄路”游戏闯关知识平台、“青年大学习”

平台、“掌上庆元 APP”交互平台等学习资源平台进行整合，将

学习融入日常生活和工作，实现党员教育“一键学”“一码学”。

技能党课让党员教育有真味。庆元县依托共富技能学堂,围绕数

字技能、服务技能、招引技能、发展技能等方面开展“一年四技”

党员教育活动。通过“理论+实训”的方式,让每一位干部在完成

技能学习后,还需认领“示范田”,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的项目。截

至目前，191 个村党组织书记认领“示范田”项目 216 个，累计

开展技能党课培训 60 场次，受众 5500 余人次，实现共富技能学

习、申报、培训、认证全链条闭环管理，让党员教育做到学用结

合、学得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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