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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讲联盟”：
分众精准推动百年党史入脑入心

“用传承绵延文明的迭代更替，再
唱千年永宁的历史风流；用科技吹响
振兴的集结号令，续写中华橘源的不
朽传奇……”近日，黄岩小青橘青年宣
讲团的成员廖嘉星带着台州科技职业
学院的同学们进行诗歌朗诵排练，而
这段激情澎湃的朗诵词，正是廖嘉星
和宣讲团同伴们一起创作的。

“当时我想通过诗朗诵这一形式
进学校给学生宣讲，可能更加能够引
起他们的共鸣。所以我和小青橘宣讲
团的成员们，一起写了这一段朗诵词。
通过这一次宣讲，更激发他们的家国
情怀。”廖嘉星说。今年以来，小青橘青
年宣讲团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多
渠道、全方位开展宣传，把党史知识送
到千家万户。

这也是黄岩区全方位构建党史
“宣讲联盟”，推动百年党史入脑入心
的一个镜头。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走
实走深，黄岩区以“引领带头、分众精
准、浸润互动、立体融合”四式并举，区
四套班子领导带头开展“周一夜学”、
带头录制党史故事视频、开展引领式
干部示范带头讲活动。当地还组织开
展“千名书记讲党课”“千场党课下基
层”“千名工会主席讲党史”等系列活
动 2600多场次，实现全区党政机关、事
业单位、村级党组织、两新党组织党史
宣讲全覆盖。同时，组建“专家学者”

“后浪青年”“银龄老兵”“乡村大使”和
“星火企业”等 183 支党史特色宣讲
团，开展分众式对象传播精准讲，每个
宣讲团均建立师资库和课题库，实现
各地各单位按需点单。

近日，黄岩“星火”党课宣讲团成
员陈鸿来到位于北洋镇的台州添运工

艺品有限公司，为企业员工们作党史
专题宣讲。

为了让企业员工坐得下、听得进、
记在心，陈鸿将党史知识改编成一个
个小故事，深入浅出地向在场职工解
读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事
件，带领大家重温苦难辉煌的历史瞬
间，引导职工“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车间党课’的形
式较为新颖，时间短、主题鲜明、内容
活，浓缩的党史知识点贴近我们企业
员工的需求，助力我们员工进步和企
业腾飞。”台州添运工艺品有限公司董
事长余飞龙说。

小故事讲述大道理，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同时，黄岩
区还充分发挥革命老区优势，把学习
党的百年历史与学习党在黄岩的奋斗
历史结合起来，创新推出“红色党史地
图”“党史乡土教材”“红色公交专线”

“党员教育套餐”“红色文旅产品”等党
史学习教育特色载体，培育打造“追着
党史地图去打卡”工作品牌，把党史学
习教育深度融入党员干部群众的生活
实践中，让红色文化“活起来”“热起
来”，推动学史悟思活动走深走实、出
彩出新。

为提高学习教育的实效性，黄岩
区开展了浸润式有声有色互动讲活
动，对党史教育基地进行多媒体化改
造提升，安装幻影成像、微缩场景等智
能展陈设备，在台州红色地图及黄岩
党史数字地图上开设“VR陈列馆”。同
时，该区还开展立体式全媒推进融合
讲，运用数字信息技术，推动党史著
作、档案资料、影像图片等红色资源从

“纸上”到“盘上”“屏上”。

“党员领办一件事”：
以实干实效赢得群众认可

“我们的档案工作，是一项专业性、
知识性、管理性的服务工作，对管理人
员的业务能力和素质有着较高的要
求。”7月 23日，黄岩区档案馆业务骨干
陈承文等深入公元集团，为集团各部门
兼职档案管理人员共 27人开展企业档
案管理专题培训。

公元集团档案馆是台州市第一家
民营企业档案馆，该馆以公元集团为核
心，建立了 18个分公司全宗，库存档案
25963卷。同时，该馆也面临着公司兼职
档案员队伍不稳定、部分档案工作人员
的能力及素质并不能很好满足实际档
案管理工作需要等难题。

及时掌握企业的需求后，结合当前
开展的“党员领办一件事”活动，区档案
局、区档案馆以“三服务”实际成效践行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组织档案业务培
训，及时解决企业档案工作的难题，把
民营经济档案工作由盆景变成风景。

“通过面对面的培训，我们能从源头切
实提高企业档案管理人员综合素养，提
升业务能力和专业管理水平，对加强企
业档案工作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
用。”陈承文说。

“党员领办一件事”活动，是黄岩区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开展的一个重
要载体。为深化“为民办实事”长效机
制，该区积极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紧盯项目建设、社会治理、民生保障、乡
村振兴等重点领域，结合“新时代文明
实践”“党建引领网格治理”“社区吹哨、
党员报到”、党员联系户等工作，建立

“党员领办一件事”任务清单，动态了解
企业发展情况，精准提供优质服务；解
决一批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
民生难题，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实干
实效推动乡村振兴、优化营商环境，以
真心真情赢得群众拥护认可。

在“社区吹哨，党员报到”的号召
下，黄岩区行政服务中心结对塔苑社
区，89名党员志愿者主动下沉进社区、
入小区，为群众提供便利服务。

为方便特殊人群办证业务，志愿者
们发挥业务所长，开通“帮办绿色通
道”，主动上门开展办理服务不动产登

记、证件遗失补办等 30多项业务；针对
社区沿街店铺装修返工突出问题，志愿
者们制作行业3D数字化装修模型，各类
商户可真实体验功能区设置标准，装修
返工率从80%断崖式下降至10%。同时，
党员志愿者们还聚焦低保户“医疗救助
手续办理繁琐”问题，花了三周时间打
通医保、低保数据，通过直接计算出救
助金，并汇入社保卡，实现低保人员看
病时刷卡即报销，到账周期从两个月缩
短至分秒。

“活动期间，我们促成在职党员与
53户空巢老人、困难户等家庭结成帮扶
对子，中心志愿服务队共梳理心愿清单
31件，已帮助点亮 23个微心愿，把温暖
真正送到了百姓的心坎里。”黄岩区行
政服务中心党组成员、党支部书记严亚
君说。

据了解，截止目前，该区共有 37000
多名党员完成“一件事”领办。“在领办
的基础上，我们还构建了公示、落实、反
馈等闭环机制，确保‘件件有落实、事事
有回音’，以实干实效、真心真情赢得群
众拥护认可。”黄岩区党史学习教育领
导小组办公室实践活动指导组副组长
余园园说。

“数字化驱动”：
积极探索盘活红色资源

“1927年 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余部挺进井冈山，在
这里创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自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以来，西江党史主题公园成为“网红”打卡地，每天迎来一
批又一批“学员”。

西江党史主题公园内，分布着“红色数字阅读路”“扫码听
党史”等26个以红色为主色调的主题文化布置点，每个点位都
书写着重要的党史内容，重点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的
重要节点和重大事件，大力弘扬大陈岛垦荒精神、长潭水库建
设精神及桐树坑革命精神，展示“黄岩党史地图”红色资源等。

如今，这里不仅是党员干部学习常来的“报到地”，也成为
居民群众休闲运动的“打卡地”。

“以往我们学习党史都是通过电视、书本等方式。自从这个
党史主题公园建成后，我们在游玩散步时不知不觉间就对党的
百年奋斗和初心使命有了更深刻的感悟。”市民陈建在公园散
步时，就体验了一下扫码学党史。“扫下展示墙上的二维码就能
学党史，还有语音播放功能，非常方便。”陈建说。

自从黄岩西江党史主题公园落成开放后，数字化赋能在主
题公园线上线下双向发力，目前，西江党史主题公园已成为黄
岩区党史学习教育的前沿阵地和有效载体。

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浙东浙南部队会师旧址纪
念馆、抗战时期中共黄岩县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在黄岩大地
上，一个个传承着“红色记忆”的红色教育基地星罗棋布。

黄岩红色资源丰富，据统计，黄岩上报省里的革命遗址有
18处，被上级认定为革命老区的有5个乡镇、84个村居，仅记载
在册的黄岩籍烈士就有178名。

由于历史原因，黄岩革命历史纪念馆虽然相对较多，但大
多数是以传统的展板展陈为主，党史场馆多媒体智能化严重
不足。

“我们对 7个党史教育基地进行多媒体数字化改造提升，
比如平田乡桐树坑中共台属特委机关旧址纪念馆安装了幻影
成像、电子翻书、电子触摸屏等数字智能展陈设备。参观者只需
通过手机链接点击，就能获得沉浸交互式体验，使党史教育更
加生动鲜活。”黄岩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
任许剑影说。

此外，为破解党史宣教网络化不足问题，黄岩积极探索“互
联网+党史”宣教新平台，打造“黄岩掌上党史馆”网络平台，把
线下的党史馆、革命故事视频等搬到网上，并推出“黄岩区红色
数字地图”，引导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利用数字化设备开展党
史学习，随时随地“蓄力充电”，让“网”学党史、“游”学四方成为
现实。

“我们运用数字化思维、信息化技术和互联网传播，通过
OCR识别、PDF封装等技术处理，推动党史著作、档案资料、影
音图片等红色资源从‘纸上’到‘指尖’，为编写《橘乡百年群
英谱》《潮起永宁江》等黄岩特色党史学习教育系列‘乡土教
材’提供极大便利。”黄岩区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副
主任陈献之说。

“我为群众办实事”：
凝聚红色力量推进“全域共富”

为民办实事是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试金石。
受资源禀赋、地理区位以及长潭水库水质保护等因素制

约，西部山区发展严重落后于东部地区。如何把“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的要求落到实处，破解区域发展，实现“全
域共富”？对此，黄岩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合力奋进的力量，紧紧
铆定“党员干部受教育，人民群众得实惠”这一主线，在全省率
先出台《全域协作推进共同富裕实施意见》，以全域结对、资源
转化、乡村振兴为抓手，全力打造“全域共富”的学史力行实践
样板。

位于大山深处的平田乡平田村，自去年10月开始，闲置的
村办公楼突然热闹起来，北城街道的黄岩明宇塑业公司在这里
设置了玩具包装加工点，80多名附近村民在这里找到工作。

“我们通过对接东部各街道、村居、企业，引进符合长潭水
库生态保护规定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利用村集体闲置房屋设置
加工点，既解决了企业员工紧缺的难题，又能实现村集体、农户
双增收。”平田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蔡倩荣说。

如今，像黄岩明宇塑业有限公司一样，台州已有50多家企
业将节日灯制作、菜花梗加工等无污染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
搬入黄岩西部山区村庄，带动村民在家门口致富。

今年以来，黄岩把党史学习教育与服务中心工作、做好民
生实事有机结合，学史力行打响共同富裕“橘”品牌，创新推出

“小橘灯”暖心工坊，建立以工哺农、村企互赢的“小橘灯”产业
扶持体系，加强产业合作、资源互补、劳务对接，吸纳贫困边缘
人员和乡村留守人群就地就业，实现送项目到村、送岗位到户、
送技能到人。

在宁溪镇五部村“小橘屋”，81岁老人喻昌土和往常一样，
吃完饭后，在附近散散步。“以前跟弟弟一起住在老房子里，不
像这里，有卫生间、电视、沙发，生活用品一应俱全，还免费吃
住，又干净又方便。”喻昌土说。

解决困难群众“住房难”问题，夯实“共同富裕”基底，这份
承诺描绘在了黄岩探索共同富裕的路线图上——全区确保今
年上半年有30%以上的行政村拥有一处以上的“小橘屋”，到今
年年底实现297个行政村全覆盖。

在此基础上，黄岩区积极探索“橘光社区”帮扶模式，整合
乡村公交、快递、社区医生、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等便民配套项
目，建设乡村公共服务中心，一揽子解决村民生活需求。同时，
以村为圆心，由乡镇党组织牵头，打造橘光党建联盟，串联村
居、企业、农户，形成发展合力，组建调解员、代办员、护理员等
服务队伍。

民生事，无小事。为实现扶贫工作由“大水漫灌”到“精准滴
灌”的彻底转变，黄岩建立“区委领导联乡、乡镇党委联片、乡镇
干部联村和村社干部联户”四级联动机制，组建“共同富裕帮帮
团”，推行“一户一策一干部”和“共性化+个性化”组合帮扶，从
资金、技术、物资、信息等各方面帮助低收入农户解决生产生活
实际困难。截至目前，已有19个乡镇（街道）和部门共1304名党
员干部，与5774户9571名低收入农户进行结对帮扶。

“‘一户一策’不是‘空头戏’，每一项发展计划，都要和群众
面对面商议，制定科学可行的扶贫路子，让扶贫政策落得更准，
才能把帮扶‘绣’到群众心坎上。”黄岩区扶贫开发服务中心党
组书记、主任余瑞正说。

近日，不少到访台州的人都迫不及待要去追“一朵云”。从黄浦江到永宁江，从上海之巅到官河古道，朵云书院翩然而
至，将书香与雅趣带给两个城市的市民。

黄岩朵云书院作为学史力行的演兵场，仅历时三个月就实现了书院的建成开业，开设的“初心书房”更是在最显著位置
推出300多种红色主题图书和丰富的红色文创作品。6月底，省委书记袁家军亲临黄岩朵云书院了解将党史学习教育与公
共文化服务有机结合的黄岩经验。

百年党史，百年征程。在这特殊的历史时刻，黄岩区创新形式、学用结合，高标准高质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让党史学
习教育在这片橘乡大地“热”起来、“活”起来、“实”起来。

本报记者沈海珠 黄 微文 黄岩区委宣传部供图

黄岩黄岩：：创新形式学党史创新形式学党史 脚踏实地惠民生脚踏实地惠民生
核心阅读>>>

千名工会主席讲党史活动。

听老兵讲革命故事。

百站千场万人学党史。

黄岩西江党史主题公园。

黄岩区“跟着红色地图学党史”专线公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