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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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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城市：发挥电教远教功能，推动党员教育发展。聚焦主

题教育。充分依托党员活动室、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等场所，利用

“三会一课”创新开展党员干部“微党课”系列活动，引导全市

党员干部围绕第二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主题教育深入学习、主动思考。结合远程教育站点，采取“集

中+分散”“统一+个性化”“固定+自主”等多种形式开展学习。

今年来全市 248 个远程教育站点每月开机率达到 100%。发挥远程

教育。发挥党员电教远教“宣传、教育、服务”功能作用，把党

员教育课堂搬进远教站点，落实“集中学习日”制度，拓宽站点

服务外延，变单向传输为双向互动，激发党员学习的热情指数。

运用“互联网+”模式，通过学习强国 APP、先锋微信公众号多维

度推送党史知识，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利用“碎片化”时间开展掌

上学习，使党员教育从单一途径发展到多元平台。强化振兴教育。

加强乡土人才队伍建设，借助“道德讲坛”“农课堂”等各类载

体，定期围绕乡村振兴、产业发展、农村电商等主题，邀请专家、

学者精心设计“精品课程”，开展互动式培训。发动农村党员中

技术能手、致富带头人等深入田间地头现场教学，交流先进经验，

探讨发展难题，引导农村党员在能人示范引领、产业带动致富等

方面“亮身份、亮承诺、亮风尚”，形成强有力的带动效应。

△宿松县：打造“三大课堂”，提升党员教育质效。打造“红

色课堂”。利用罗汉尖革命根据地纪念馆、白崖寨红二十七军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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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馆等红色教育现场教学点，制作系列党员教育电视片，增强红

色资源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七一”、国家公祭日等时间节点，

常态化组织党员走进“红色课堂”，重温入党誓词、重忆入党经

历、重温入党初心，让党员干部经常性、全覆盖接受党性教育。

打造“流动课堂”。组建“模范宣讲团”“巾帼宣讲团”“青年

讲师团”等，深入机关、社区、企业开展理论宣讲活动。累计深

入基层宣讲 100 余次，培训人数超万人。针对流动党员、老年群

体等不能及时参加教育培训的情况，通过邮寄“远教学习资源包”、

开展“送学上门”服务等方式，全面参与到学习过程中。依托党

员远教平台，引导党员干部利用好碎片、零散时间，切实将党员

教育培训融入平时工作，嵌入日常生活。打造“一线课堂”。加

强基层实训基地建设，按照“党校课堂+实践基地+企业合作社”

模式，培育 7 个现场教学点，让“基层课堂”更具“乡土气息”。

发挥“农民夜校”“板凳会议”等微阵地作用，让先进典型人物、

乡贤、“五老”人员走上台，通过百姓视角，使用百姓语言，讲

好身边人身边事。截止目前，共在 57 个党建微阵地开展各类宣讲

活动 300 余场，累计受众 8000 余人。

△太湖县：利用“三微”模式，助力党员教育增效。“微阵

地”打造学习“新形式”。线上建立“太湖组工”“党建宣传”

等微信群，充分运用先锋系列矩阵，定期推送“党务知识”“红

色影视节目推荐”等内容。线下灵活利用乡村“微党校”、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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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教育现场教学点、远教站点等载体，不定期开展“送教上门、

巡回授课”，以“面对面”模式加强理论学习。“微服务”激发

干事“新作为”。开展“网格连心 哨响报到 共驻共建”行动，

通过电话询问、实地走访、交流谈心等方式，精准掌握党员群众

需求，有针对性的为 1100 多名困难党员群众提供“个性化”服务。

针对农村无职党员，采取自愿领岗和民主推荐相结合的方式定岗

明责，并定期公开承诺践诺情况。截至目前，2000 余名无职党员，

共化解各类矛盾纠纷 620 起，为民办实事 812 件，开展志愿服务

活动 8000 余次。“微分享”焕发互动“新活力”。结合组织工

作调度会、业务培训班等，选取 52 名工作有亮点、有品牌的党（工）

委、村（社区）书记，轮流登台讲工作思路和取得成效。举办“擂

台比武”活动，为乡村干部提供晾晒成绩、交流经验的平台。今

年共有 30 名选派驻村第一书记和村党组织书记参与“擂台比武”。

开设“看一线”“书记项目大晒台”专栏，发布《四事四权工作

法》《归岭》等短视频，扩大党员教育“辐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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