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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泽州县北义城镇：

群策群力

防范应对暴雪寒潮天气

为积极应对暴雪寒潮大风天气， 切实保障人民

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山西省泽州县北义城镇早安排、

早准备、早防范，群策群力做好防范应对工作。

一是镇党委、政府及时传达学习市、县暴雪寒潮

大风天气防范应对工作部署会议精神， 加强问题分

析研判，找准工作短板弱项，将人、财、物集中到重点

部位和薄弱环节，确保防范措施见到实效，坚决防范

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 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

产安全。

二是及时传达信息， 充分利用公众号、 微信群、

大喇叭等宣传方式， 适时发布预警信息和安全风险

温馨提示，提升群众自我保护和防范意识。

三是把握关键领域， 对道路交通、 水电气暖、农

业设施、消防、建筑工地、工业企业等领域进行重点

防范。 对易被大风刮倒的建筑物、广告牌等，组织专

业人员进行检查，采取加固措施，防止发生危险；对

蔬菜大棚等农业设施进行除雪、检查和加固，以增强

其抗风、防冻、保暖能力。

四是开展入户排查、警示提醒等工作，摸清辖区

内的孤寡老人、低保户、残疾特困人员、留守儿童等

困难群体防寒防冻、基本生活保障情况，有针对性地

做好困难、受灾群众防寒防冻和基本生活保障工作。

五是加强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 严格实行 24 小

时在岗值班和领导干部带班制度， 时刻保持通信畅

通，密切关注天气及险情灾情变化，及时处置突发事

件。 （张莉 文 /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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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清徐县

用活乡镇党校赋能乡村振兴

山西省清徐县坚持“县委党

校(孵化学院)+ 乡镇党校 (企业分

校 )+ 农民夜校 (实训基地）”一体

化教育培训体系， 有效推进党员

教育培训常态化、 规范化、 科学

化。 各乡镇（街道）党校创新教学

形式、丰富学习内容，切实提升农

村基层党员教育培训实效， 全力

打通基层党员干部群众教育培训

“最后一公里”。

在“强”字上用力，深化资源

整合。 乡镇党校充分依托现有乡

村组织活动场所、 党群服务中心

等公共资源，推进主阵地建设。 同

时积极拓宽乡镇党校师资力量来

源渠道，邀请思想政治素质好、实

践经验丰富、熟悉乡村治理及“三

农”工作的领导干部来乡镇讲学；

注重从本地村干部、老党员、老专

家、老模范和“土专家”“田秀才”

中选取先进典型， 鼓励他们走进

课堂，分享经验做法，现场手把手

传经送宝，实现师资力量来源多元

化。 清源镇党校聚焦产业振兴、人

才振兴和组织振兴等主题设计课

程内容，推动党员进党校、支部书

记大轮训、领导干部上讲台，通过

“送教下乡上门”，“面对面” 教育、

“点对点”培训、“一对一”辅导，将

“教学主阵地”前移；东于镇党校开

办技术讲座、进行现场观摩、经验

交流，提升党员干部能力，推动基

层治理更加有效；王答乡党校坚持

开展“书记讲党课”活动，党委书记

每半年上一次党课，党政班子成员

每年至少上一次党课等。

在“活”字上用心，创新教育模

式。 乡镇党校按照“干什么、学什

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推行

“政治理论 + 党性锻炼 + 实用技

术”模式，各乡镇因地制宜灵活设

置培训内容，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理论教育强素

质，以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等政

策教育增才干。 同时坚持灵活教

学，创新“课堂 + 现场”教学模式，

积极拓展实训教育领域，把课堂搬

到田间地头，让基层农民党员在接

受教育过程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

处。 柳杜乡党校坚持课堂赋能，以

政治理论、党建实务、乡村振兴、技

能素养等为重点，形成“4 大主题课

+N 个特色课”教学内容体系；充分

挖掘南青堆村和成子村等现场教

学点、 微信公众号等平台资源，形

成“课堂 + 现场”“讲学 + 交流”“线

下 + 线上”培训体系，分区域、分层

次、 分类别为党员开展业务指导，

确保乡镇党校培训工作在“量”上

落实、在“质”上见效。

在“实”字上用功，抓实课程建

设。 乡镇党校紧扣理论武装和党性

教育的主业主课，开设教学专题课

程；针对不同对象、不同类别、不同

层次人员研发精品课程。 同时积极

探索“党校 + 教学点”模式，从党建

引领示范、红色文化传承、廉政文

化教育、 乡村振兴发展等方面入

手，打造了一批有特色、影响大、效

果好的现场教学点纳入“现场教学

课程资源库”。 东湖街道党工委针

对如何建强基层党组织，采用“现

身说法”的方式，采用“书记讲给党

员听”“书记讲给书记听” 的方式，

与党员面对面交流，引导党员干部

明确党员义务、 对标身边榜样，自

觉扛起使命责任、 奋力担当作为。

徐沟镇、马峪乡党校，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主

线， 把党章和全面从严治党学习贯

穿其中，筑牢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

基础。

（中共清徐县委组织部）

资 讯

为进一步贯彻好、 落实好习总书

记“用好红色资源 ，传承好红色基因”

的重要指示， 山西省陵川县平城镇党

委、政府依托镇域丰富的红色资源，从

讲好红色故事、厚植红色基因、守好红

色资源、建强红色基地四方面着力，用

看得见、摸得着 、听得懂的方式，把红

色教育基地建设、管理、使用统筹起来

一起抓 ，让“太南红都 ”这个红色文化

品牌越叫越亮。

挖掘历史，传递信仰

讲好红色故事

为进一步挖掘平城红色历史，让平

城红色故事走“深”又走“实”，走“心”

又走“新”，平城镇把讲好红色故事作

为全镇文化宣传的重中之重来抓 ，积

极向上级有关部门推荐平城红色故

事，央视《国宝档案》栏目在平城镇拍

摄了《人民的胜利》系列片《一切为了

前线》；晋城市委组织部在平城镇拍摄

了党员干部教育系列片《初心录 1》之

《传奇英雄任义汉》，《初心录 2》之《永

不磨灭的番号》；县文旅局拍摄了文物

故事《没有硝烟的战场———军工部十分

厂》。 同时，镇党委还以华北军政干部

学校在平城办学的历史为主题， 精心

打造红色微党课 《情定太行的红色恋

歌》，先后参加了市委宣传部组织的微

党课大赛、 县委宣传部举办的党的二

十大精神“百千万 ”四线宣讲活动 、团

县委发起的“青春心向党、 建功新时

代”“五四”文艺晚会，得到了全社会的

高度赞扬 ，进一步扩大了“太南红都 ”

的影响力。

外出取经，互学互鉴

厚植红色基因

平城镇红色历史是太行山红色革

命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

周边地区的红色历史相通相融、 不可

分割。 为了进一步扩大红色文化的影

响力，平城镇组织人员先后到晋城、长

治、 河南等周边地区红色基地参观学

习取经 ，通过教育“联学 ”、活动“联

办”、结对“联盟”的方式，对标对表，采

取有力措施补短板强弱项， 大胆探索

创新工作方法，在常规工作中出亮点，

在特色工作中上树品牌， 在互学互鉴

中携手共谋发展。

多方联动，点亮初心

守好红色资源

平城镇把镇域内红色资源作为最

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保护红色资源上大

做文章。 一是申请各级资金扶持，对八路

军第二纵队成立地、 晋冀鲁豫军工十厂

以及全镇革命烈士纪念设施等红色革命

旧址进行保护性修缮； 二是动员社会力

量参与，对华北军政干部学校、太南特委

等红色革命旧址进行重建； 三是加强红

色革命旧址普查及申报， 在原有 9 处红

色革命旧址的基础上， 新增了侍郎岗号

兵训练基地、北召赵涂支队卫生所、北街

河北民军医院等数处红色革命旧址 ，同

时还将北街八路军赵涂支队旧址、 义汉

八路军第二纵队指挥部旧址、 晋冀鲁豫

军工十厂机工房旧址申报为山西省革命

文物，为全镇统筹红色资源，串点连线进

行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突出重点，盘活资源

建强红色基地

被誉为“千年秦寨?红色义汉”的义汉

村，是陵川县红色资源最集中、最丰富 、

最具影响力的村庄， 平城镇将义汉村作

为镇域红色资源的重点， 全力打造义汉

红色教育基地。 一是集中财力修缮红色

旧址，投资 1000 余万元，对三处红色革命

旧址进行了保护性修缮并建立了红色展

馆；二是集中物力营造红色氛围，建设了

义汉红色村标、义汉红色门楼、义汉红色

文化墙、义汉红色路牌、义汉红色生态停

车场等设施。 三是集中人力打造红色名

片，由政府分管文化旅游领导牵头，老干

部、老教师及热心人士参与，组建了红色

义汉宣传专班，提炼义汉红色故事、红色

名片。 改造后的义汉村红色教育基地已

成为全市响当当的红色教育品牌， 尤其

是晋城兰花集团、 晋能控股等企业培训

机构， 将义汉红色教育基地列为集团培

训定点红色教育基地，2023 年，基地接待

参观团队累计 600 余支 3 万余人，实现红

色旅游收入 5 万余元， 带动 20 多名群众

增收致富。

下一步，平城镇将按照建设“太南豫

北红色镇、宜居宜业幸福镇”的目标，加

快义汉红色教育基地餐饮、 住宿等配套

实施的建设速度， 强化南坡朱德出太行

路居地、 下川陵川县委成立地等红色革

命旧址的保护力度， 拓宽宣传镇域内典

型红色故事的广度， 将红色资源转化为

红色产业，将红色产业转化为红色经济，

把红色文化旅游打造为全镇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让新时代的平城故事更出彩。

（张莉 文 / 图）

点燃发展“红色引擎” 激活振兴“红色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