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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9 月，由市老区建设促进会牵头、
各县 （市、区） 老区建设促进会密切配合，组
织专门力量，本着对历史、英烈人物、老区人
民负责的精神，深入挖掘当地红色资源。市老
区建设促进会会长董鹏翔亲自谋划、改写、审
定，编写了 《习近平关于革命老区论述摘编》

《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读本》《运城
革命老区百名英雄人物故事》，为开展革命老
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提供了学习宣讲教
材。市委书记丁小强听取汇报后，当即表态，
要求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认真组织学习系列读本。
随后，市委、市政府“两办”联合下发了《关
于认真组织学习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
育系列读本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
知》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高度重视传承红色
基因教育，把学习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
教育读本工作抓好抓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运城实践提供精神动力。《通知》 还对党政机
关、企事业单位、驻运部队等部门学习系列读
本的方法、目的都提出了明确要求，这就为全
市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
础和组织基础。

围绕主旋律，把红色基因传承
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来抓

市委、市政府“两办”《通知》下发后，各县
（市、区）十分重视，临猗县、夏县、绛县、垣曲县
的县委、县政府“两办”及时下发了学习通知；万
荣县、平陆县的县委书记对这项工作作出批示、
提出要求；盐湖区、永济市、河津市、闻喜县、芮
城县、稷山县、新绛县等县（市、区）委分管领导
与当地老区建设促进会共同研究，制订工作方
案，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有序开展。

芮城县委、县政府及早安排、积极筹划，在
全县开展“热爱芮城、共谋发展——弘扬老区精
神、传承红色基因”革命英烈事迹讲述活动，从
全县基层一线选拔了 10 名村干部讲述本地英
烈人物事迹，以思想教育助推兴村富民。2023
年 6 月 26 日，芮城县四大班子领导、县老区建设
促进会理事单位以及分管乡镇工作的同志参加
了演讲大会，9 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此后，陌
南、古魏、东垆、阳城、西陌、风陵渡等乡镇也分
批进行了“读系列读本、弘扬老区精神”的系列
活动，在全县迅速掀起学习《运城革命老区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系列读本》（以下简称“《系列读
本》”）的热潮。

永济市委专门召开了老区建设工作会议，
就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作出具体部署，
永济市委、市政府、市人大、市政协以及 10
个乡镇 （街道） 分管革命老区建设工作的领
导、31 个理事单位负责同志、31 个革命老区
村的村干部参加会议。与会人员认真学习了运
城市委、市政府“两办”下发的 《通知》 和永
济市的 《工作方案》 要求，进一步提高了对开
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的迫切性、重要性和
必要性的认识。永济市教育局召开全市校长会
议，要求把学习 《系列读本》 作为优秀革命传
统文化教育的重要载体，制定学习计划、规划
阅读时间、组织各类活动，通过开展校园活动、
团日活动、班级诵读会、社团集会，学习《系列读
本》。

夏县县委、县政府“两办”下发学习《通知》
的同时，成立专班，齐抓共管，推动此项工作。
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立即召开会议，研究 1000
套《系列读本》的分发方案，确保《系列读本》及
时分发到各行各业各单位，使学习活动蔚然成
风。

为了扎实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万
荣县委书记作出批示后，副书记亲自抓这项工
作，及时与万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研究落实措
施。为科学安排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确保
制订的工作方案切实可行，万荣县老区建设促
进会会长李峰带队，深入县直单位和乡镇进行
调研摸底，了解情况。在充分做好准备工作的
基础上，2023 年 7 月 11 日，万荣县隆重举行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启动仪式。

各地十分重视，由领导带头学习《系列读
本》。稷山县委、县政府的主要领导明确要求，赠
书活动全覆盖，务求做到“六进”“六带头”，即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进机关、进党校、进社区、进学
校、进农村、进企业；四大班子领导带头学、各委

（局、办）“一把手”带头学、各乡镇领导带头学、
各村村干部带头学、各中小学校长带头学、各企
业领导带头学，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在全
县大面积铺开，大范围推广。

多形式、多领域、多层次，不断
把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引向深入

在 开 展 红 色 基 因 传 承 教 育 活 动 中 ，各 县
（市、区）结合实际、分类实施，通过多种形式开
展学习宣讲，使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体悟
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
进而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从中
汲取奋进力量。

为了满足学习需要，
除了印制一万余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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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刊载运城
革命老区百名英
雄 人 物 故 事 和 运 城
革命老区发展斗争历史
及老区精神，进一步拓宽了群
众的学习空间。与此同时，市老区建设促
进会与市委党校、市教育局联合下发了开展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文件，将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作
为重点学习内容，列入我市党校系统干部培训
的专门课程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思政课的教学计
划中，推动这项工作制度化、常态化。

盐湖区采取“四个结合”，利用“四块阵地”，
扎实做好红色文化宣传月的各项活动。“四个结
合”是将红色文化宣传月与学习宣传党的二十
大精神相结合；与促进老区乡村振兴相结合；与

党风廉政警示教育相结合；与中小学生思想品
德教育相结合。利用“四块阵地”开展活动，一
是上媒体——在盐湖融媒介绍《系列读本》中的
革命老区斗争历史和革命英烈事迹；二是进校
园——《系列读本》进学校、进党校、进老年大
学；三是占窗口——在区党群服务中心、区政务
服务中心、区老干部活动中心、区退伍军人服务
中心开展宣传教育；四是入基地——《系列读
本》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党风廉政警示教育基
地和党史教育基地。此外，盐湖区还开展现场
赠书、专题播放、阅读研讨、巡回宣讲、基地教育
等多项活动，确保红色文化宣传月的各项活动
走深走实。

闻喜县根据《工作方案》要求，在全县教育
系统开展了以讲述《系列读本》中的英烈故事为
主要内容的思政课程。闻喜县老区建设促进会
会长柴振民受邀，在闻喜县非公企业党组织、苗
圃社区以及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与县退役军人事
务局联手打造的红色主题公园，讲述运城革命
老区发展斗争历史和英雄人物故事。

河津市重视抓好“三个会”，即宣讲会、诵读
会、座谈会。在教育系统组织思政课老师、学生
代表集中培训，以宣讲会、诵读会等形式向中小
学生讲述河津地下党组织领导河津人民坚持抗
战、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的历史，宣传革命先烈
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事迹，让学生们崇
尚英雄、学习英雄，树立崇高理想。此外，河津
市采取座谈会的形式，组织机关党员、干部、职
工畅谈学习《系列读本》的心得体会，进一步坚
定理想信念，提升干事创业的信心，为推动河津
经济社会发展凝心聚力。

临猗县在开展宣讲活动前，该县老区建设
促进会会长肖定虎带领全体人员，先后深入 7
个乡镇，对早期共产党员王鸿钧、革命烈士王满

耀等 11 位烈士家属进行了慰问走访，与其
亲属、乡镇干部、村干部、村民

缅怀革命先烈，研究为其
修复纪念遗址。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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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干部，以学习
《系 列 读 本》为 主

题 ，举 办 读 书 学 习
班。随后，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的办法，全方位开展红
色基因传承教育。每个乡镇精心组织宣讲

小分队，围绕本地英雄故事，在学校、乡村、
企业进行巡回宣讲，深受大家欢迎。据统计，
全县两级老区建设促进会累计宣讲 40 余场，
受教育人数达 4万人。

垣曲县老区建设促进会会长李道义带领一
批退休干部，发挥各自特长，以 《系列读本》
为基础，编写红色故事、绘制红色作品、制作
电视短剧，副会长王维学利用非遗文化“垣曲
镲”等群众喜闻乐见形式，到社区、农村、学
校开展学习宣讲活动，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入
脑入心。

新绛县结合本县“话传统、讲复兴、聚力量”
活动，组织五人宣讲团开展宣讲。同时，县老区
建设促进会与县老年大学联合编排了《老百姓
赞颂二十大》《红色裴社》等文艺节目，组织文艺
团队在乡镇政府所在地开展巡回演出。此外，
新绛县还邀请专家在村民聚集的场合讲授蔬菜
致富、产业发展、电商经营、乡村振兴等内容，利
用公共场所的电视大屏幕播放自制的老区红色
情景剧，社会反响良好。

绛县在退休党员、流动党员、学前儿童三
个群体中开展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效果显著。
绛县县委老干部局举办了形式多样的学习活
动，组织本系统 13 位老干部党支部书记以及
部分摄影、书法、楹联爱好者 40 余人参加；针

对年龄偏大、文化程度偏低、行动不便的退休
党员，绛县建立“有声党建墙”，让他们在手
机上就能学习党史知识、了解英烈人物事迹；
对于流动党员这一群体，绛县通过线上学习研
讨，打造“流动中的阵地”“指尖上的课堂”，
营造出“讲学”“比学”“竞学”的浓厚氛围。
针对学前儿童这一群体，绛县以“我们在党旗
下快乐成长”为主题，开展系列活动，通过唱
歌、跳舞、绘画、讲故事等形式，让孩子们缅
怀革命英烈，在幼小的心灵中厚植爱党爱国情
怀。

稷山县把学习《系列读本》列入县委党校教
材和中小学思政课教学计划，并且坚持领导带
头学、主题党日学、工会组织学、集体学和自学
相结合等形式，积极营造学习《系列读本》的浓
厚氛围。此外，稷山县在《后稷论坛》大型座谈
会上，把《系列读本》的重点内容结合稷山红色
历史，作为一项议程举行专题讲座，提升了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的广度和力度。

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在全县中小学巡回讲
述“嘉康杰革命先驱事迹”“红嫂王焕娥绣制河
东第一面党旗”等革命英雄故事，受教育的师生
累计达 800 余人（次）。夏县老区建设促进会还
与县融媒体中心联合，以《永恒的丰碑》为题，拍
摄了 9 期革命英烈人物专题片在夏县广播电视
台循环播放，使全县的老区群众都接受了红色
教育。

万荣县老区建设促进会把本县录入 《系列
读本》 的 8 位英烈人物事迹，制作成短视频进
行推送，阅读量达到 30 万人 （次）。此外，还
通过多种形式宣传英烈事迹，全县各村、社区
定期换写黑板宣传内容；各级各类学校累计开
展红色诵读、讲故事、演讲比赛等活动 200 余
场，打造党建文化墙 100 余块、红色文化彩绘
墙 200余面。

运城市金牌宣讲员，芮城县老区建设促进
会理事、县红色宣讲团团长王效宽带领团队，在
各条战线，对广大党员、干部、学生、村民、职工
和居民进行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累计宣讲 32
场，受众达 2000 余人（次）。

永济市教育系统推广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
动的方法多、力度大、效果好。城东中心校编
排 12 个节目，举办了“传承红色基因”文艺
汇演；府西小学、北郊小学等学校开展了“讲
河东英雄故事”演讲大赛；实验小学组织阅读
交流活动，撰写心得体会 600 余份；永济三
中、城西初中、城北初中组织读书征文活动，
征集优秀文章 230 余篇，使读、思、讲、演深
度融合；部分学校还将校内学习与实践活动相
结合，先后组织 2300 余名学生赴虞临永第一
党支部展览馆接受红色文化教育，通过看红色
展馆、听英雄故事，让学生们懂得了今天的幸
福生活是成千上万的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
来的，激励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刻苦学习、勇
当时代新人。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继续
抓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为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运城实践提供精神动力

一年来，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活动进展顺利，
开局良好，初见成效。

为了把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成果转化为推进
乡村振兴的精神动力。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与市
委党校、市乡村振兴局，联合举办了为期三天的
全市革命老区重点村（百村）党支部书记培训
班。市委书记丁小强、市长储祥好对这次培训
活动作出重要批示。批示中指出，这次专题培
训思路很好，作用重要，希望培训班全体学员深
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革命老区重要论
述和考察运城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老区精
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力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建设、造福老区人民的强大动力。

培训班在设置的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 5
个专题讲座中，用一个专题集中讲述了运城革
命老区发展斗争历程、涌现出来的英雄人物以
及呈现出的革命老区精神。

结业仪式上，七个村党支部书记结合本村
实际谈收获、谈思路、谈措施。他们一致表示，
在培训中深受老区精神的激励和鼓舞，未来将

大力弘扬老区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带领群众巩
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推进农业农村现代
化，以此告慰革命英烈。芮城县陌南镇朱吕村
党支部书记周欢表态说，要发扬本村红色资源
优势，学英雄、见行动，弘扬老区精神，坚持党建
引领，抓班子、带队伍、抓思想、提正气，增强村
级党组织凝聚力和战斗力，当好带领村民致富
的带头人。万荣县解店镇下义村党支部书记赵
雷表示，重温红色记忆，心中就会增加正能量，
发扬老区精神，行动上就能担当作为，必须始终
保持全心全意为群众谋福祉的精气神，一定要
把本村的畜牧产业和中药材产业做大做强、做
出品牌、做出特色。

董鹏翔指出，革命老区是我们共产党人打下
的根据地，是鲜血染成的红色沃土，把老区建设
得更好、让老区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共产党
人的初心和使命。革命老区要振兴，村干部是关
键。村干部要提升政治站位，理清发展思路。红
色基因要传承，本事能力要服众，村干部要“自身
正”，用老区精神促进革命老区乡村振兴。

红色遗址遗迹是中国革命的历史见证。在
全市普遍开展学习 《系列读本》 的基础上，市
老区建设促进会还注重打造红色基因传承教育
基地，按照“有场所、有设备、有实物、有模型、
有投影、有宣誓厅、有讲解员、有经费、有优美环
境”的标准，深入各县（市、区）实地考察，为全市
31 个红色遗址遗迹授予了“运城革命老区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基地”的牌匾。与此同时，市老区
建设促进会还与市文物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联合对全市 51 处重点红色文物工程开展保护
修缮工作。2023 年已开工 19 处，争取省、市、县
三级投资 2343 万余元，2025 年年底前将全部投
入使用。届时，党员干部、群众、学生、游客可以
走进红色基地，重温历史记忆，缅怀英烈事迹，
激发爱国热情，砥砺强国之志，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

总之，红色基因传承教育是一项历史性的
任务，在新的起点上，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将总结
经验，以点促面，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重温革命老区奋斗历程 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全市学习宣讲《运城革命老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系列读本》工作综述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红色江山来之
不易，守好江山责任重大。要讲好党的故事、革
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确保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党的二十
大报告也明确提出，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
基因。

运城，是一片红色热土，也是山西较早建
立党组织的地区之一。1926 年春天，崔锄人、王
鸿钧成立了中共运城支部，这是河东大地上第
一个党支部。老一辈革命家周恩来、刘少奇、朱
德、彭德怀、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徐向前等都
曾在这里留下光辉足迹。在党的领导下，我
市革命老区人民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
争 取 民 族 独 立 解 放 、 建 立 新 中 国 而 不 懈 奋

斗。他们不怕牺牲、奋勇参战、无私支前，
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为中国革命的成功作
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并且在实践中形成了
坚持正确方向、爱党爱国、实事求是、依靠
群众、敢于斗争、攻坚克难、勇于牺牲的老
区精神。我们应该永远铭记这些光荣历史，
大力弘扬老区精神。

为了做好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工作，让全
市 党 员 、 干 部 和 群 众 学 习 运 城 革 命 老 区 形
成、发展的斗争历史，了解革命先烈的英雄
事迹，市老区建设促进会认为，应当把红色
基因传承教育当作一件大事来抓，用 3 年到 5
年的时间，在全市深入开展革命老区红色基
因传承教育活动。

本版责编 曹欣怡 美编 冯潇楠

校 对 李静坤

运城市举办革命老区重点村运城市举办革命老区重点村（（百村百村））党支部书记培训班党支部书记培训班（（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为运城革命老运城市老区建设促进会为运城革命老
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授牌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基地授牌（（资 料 图资 料 图
片片））。。

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读本进入校园红色基因传承教育读本进入校园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各地组织党员干部赴红色基因传承教各地组织党员干部赴红色基因传承教
育基地重温老区奋斗历程育基地重温老区奋斗历程（（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剧目演出红色基因传承教育剧目演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