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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以下
简称主题教育）成果，建立健全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的长
效机制，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更加深刻领
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
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始终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
实践者，经党中央同意，现提出如下意
见。

一、坚持以学铸魂，持续做好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深化、转化工作

从思想上正本清源、固本培元，坚定
理想信念，铸牢对党忠诚，站稳人民立
场，自觉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
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进一步夯实全
党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1．建立健全“第一议题”制度。各级
党委（党组）召开常委会会议（党组会议）
或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
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结
合实际抓好贯彻落实。党委 （党组） 谋
划重大战略、研究重大事项、制定重大
政策、部署重大任务，要对标对表习近平
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
神，把准政治方向、领会工作要求、理清
思路举措。

2．健全理论学习制度。建立领导班
子读书班制度，各级党委 （党组） 结合
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每年举办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读书班，
组织领导班子成员坐下来、静下心，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开展集体学习和研讨
交流。健全专题党课制度，各级党委（党
组）领导班子成员每年到分管领域、部门
等基层单位或所在党支部至少讲 1 次专
题党课，重点讲学习运用党的创新理论
的收获体会。基层党组织书记联系实际
讲好党课。抓实党员、干部经常性学习教
育，突出抓好青年党员理论学习，落实

“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制度，运用“学
习强国”、共产党员网等平台，采取课堂
讲授、政策解读、案例教学、现场体验等
方式，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学习走深走实
走心。

3．强化党性教育。加强党章学习教
育，引导党员、干部自觉学习党章、遵守
党章、贯彻党章、维护党章，自觉用党章
规范一言一行。通过重温入党誓词、过

“政治生日”，就近就便用好红色资源、党
性教育培训机构，学习先进典型和身边
榜样，常态化长效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开展党的宗旨教育、革命传统教育和爱
国主义教育等，引导党员、干部筑牢信仰
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始
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马克思
主义。

二、坚持以学增智，不断从党的创新
理论中悟规律、明方向、学方法、增智慧

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把握好这一思想的世界观
和方法论，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
方法特别是“六个必须坚持”，把看家本
领、兴党本领、强国本领学到手，着力提
升政治能力、思维能力、实践能力，担负
好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

4．加强党员、干部政治教育和政治
训练。分层次分类别分领域开展培训轮
训 ，教 育 引 导 党 员 、干 部 胸 怀“ 国 之 大
者”，以坚持和加强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
为最高原则，善于从党和人民的立场、党
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想问题、作决策、办

事情，不断增强政治敏锐性，坚决防止
“低级红”、“高级黑”，做政治上的明白
人、老实人。突出“关键少数”政治训练，
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计划，不断
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

5．抓好党员、干部履职能力培训。
坚持干什么学什么，组织党员、干部联
系岗位职责和工作实际，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
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全
面系统学、融会贯通学，不断提高战略思
维、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创新思维、历史
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能力。强化实
践锻炼和专业训练，不断增强党员、干部
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
范化解风险本领，加强斗争精神和斗争
本领养成，着力增强防风险、迎挑战、抗
打压能力。抓好与岗位职责相匹配的通
识教育培训、专业知识学习培训，帮助党
员、干部填知识空白、补素质短板、强能
力弱项。

三、坚持以学正风，推动全党以自我
革命精神解决党风方面的突出问题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
的自我革命的重要思想，对标党风要求
找差距、对表党性要求查根源、对照党纪
要求明举措，深化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
其实施细则精神，大兴务实之风、弘扬清
廉之风、养成俭朴之风，以彻底的自我革
命精神打扫政治灰尘、净化政治灵魂、纠
正行为偏差。

6．践行党的群众路线。坚持把人民
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坚守初心使命，厚植
为民情怀，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
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
及全体人民。各级党政领导班子和涉及
民生领域的部门、单位要结合自身实际，
建立民生事项清单，推动解决群众反映
强烈的突出问题。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
桥经验”，推行“街乡吹哨、部门报到”、

“民呼我为”、“接诉即办”等做法，及时回
应人民群众合理诉求，切实把好事办好、
实事办实、难事办妥。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经验，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
渐进、久久为功，着力办好让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

7．落实“四下基层”制度。省级党委
（党组）作出总体安排，明确县处级以上
领导干部“四下基层”的工作内容、时间
频次和纪律作风要求。市、县级党委（党
组）结合实际抓好落实，搞好统筹，避免
扎堆重复。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下基
层，通过讲党课、走访座谈等形式，把党
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讲清
楚讲明白。调查研究下基层，用好“深、
实、细、准、效”五字诀，注重采取“四不两
直”方式，组织领导班子成员领题调研，
推动调研成果转化运用；推行典型案例
解剖式调研，各级党委（党组）每年从本
地区本部门本系统发生的有代表性、有
较大影响的事件中，至少确定 1 个正面
和 1 个反面案例进行复盘剖析，解剖麻
雀、举一反三。信访接待下基层，组织领
导干部到矛盾多、情况复杂、信访集中的
地方和单位下访接访，落实领导干部包
案责任制，解决群众难题、化解信访积
案。现场办公下基层，紧盯发展所需、企
业所盼、群众所忧，组织领导干部深入基
层、走进群众，现场研究、现场协调，推动
把问题解决在一线、矛盾化解在一线、工
作落实在一线。健全年轻干部下基层、接
地气工作机制。

8．经常性开展领导班子政治体检。

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对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批示指出的本地区本部门本领域
突出问题，上级巡视巡察、审计检查、
专项督查等反馈的意见，以及本地区本
部门本单位发生的重大事件和典型案
件，要组织领导班子成员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深
入检视剖析，找根源、抓整改。把坚持

“三个务必”情况作为民主生活会和组
织生活会对照检查的重要内容，督促广
大党员、干部发扬艰苦奋斗、勤俭节约
的优良作风，自觉养成过紧日子的习
惯。把开展反面典型案例剖析作为民主
生活会的重要环节，组织领导班子成员
联系个人实际进行查摆反思，以案为
鉴，以案促改。

9．扎实开展纪律教育。坚持经常性
纪律教育与集中性纪律教育相结合，推
动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党的纪律规矩特
别是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筑牢思想防
线，坚守纪律红线。以学习贯彻新修订的
纪律处分条例为重点，组织开展集中性
纪律教育，着力解决一些党员、干部对党
规党纪不上心、不了解、不掌握等问题。
通过开展专题学习、警示教育等，引导党
员、干部特别是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
关键岗位干部学纪、知纪、明纪、守纪，把
遵规守纪刻印在心，内化为日用而不觉
的言行准则。

10．持之以恒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各级党委（党组）要持续纠治落实党
中央决策部署口号响落实差、搞本位主
义、做表面文章等问题，持续深化“半拉
子工程”、“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统计
造假以及基层治理不良现象等整改整
治 ，持 续 解 决 执 行 政 策 简 单 化 、“ 一 刀
切”、层层加码等突出问题，持续加强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政策落实情况督
促检查。紧盯形式隐蔽、巧立名目的“新
形象工程”问题和加重基层负担等顽症，
及时予以整治，对经核实的典型问题定
期公开通报，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问
责。夯实基层基础，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
理，采取有力措施解决“小马拉大车”等
突出问题，为基层赋能减负。中央层面整
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要
发挥牵头抓总和统筹协调作用，针对突
出问题开展专项督查，聚焦重点领域加
大整治力度，常态化核查通报典型问题，
以更大力度推动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
负工作取得实效。

四、坚持以学促干，不折不扣贯彻落
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匡正
干的导向，增强干的动力，形成干的合
力，迎难而上、敢于斗争，鼓足干事创业
的精气神，形成狠抓落实的好局面，汇聚
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的强大力量。

11．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各级党
委（党组）要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学习领
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
绩观的重要论述，解决好“政绩为谁而
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
问题。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
党性分析重要内容，用好地方领导班子
和领导干部政绩观偏差主要问题清单，
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从宗旨意识、
工作作风、纪律规矩等方面深入查摆剖
析。指导地方和部门完善考核评价办法，
纠治考核指标过分细化碎片化、机械僵
化等做法。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情
况纳入巡视巡察、干部考核考察、审计整
改监督的重要内容，及时发现和纠治政
绩观偏差、错位问题。发挥优劣典型的示
范警示作用，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创造经

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12．推动高质量发展。把坚持高质

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教育引
导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完整、准
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防止出现
贪大求洋、盲目蛮干，华而不实、数
据造假，竭泽而渔、劳民伤财等问
题。各级党委 （党组） 要结合职责，
把准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的切入点
着力点，用好改革开放关键一招，谋
划用好牵引性、撬动性强的工作抓
手，着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切实增强
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
突破影响和制约高质量发展的瓶颈问
题，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长。

13．激励干部担当作为。鲜明树立
重实干、重实绩、重担当的用人导向，
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持续推动
精准规范追责问责，加强对敢担当善
作为干部的激励保护。持续推进领导
干部能上能下，推动形成能者上、优者
奖、庸者下、劣者汰的良好局面。及时
选树宣传表彰党员、干部中的先进典
型，加大对基层干部特别是条件艰苦
地区干部关心关爱力度。

14．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
严格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使广大党
员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
出来、危急关头豁得出来。深化立足岗
位作贡献、建言献策等活动，组织党员
在推动改革发展、维护安全稳定、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加强基层治理等各方
面发挥作用。发生重大自然灾害、重大
公共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党组织要
组织在职党员、村（社区）党员、流动党
员、新就业群体党员等就近就地转化
为应急处突力量，冲锋在前、英勇奋
斗。各级党组织要在网络空间加强思
想引领和舆论引导，组织引导党员在
网络空间主动发声亮剑，让正能量形
成大流量，让党旗在网络空间高高飘
扬。

15．常态化开展突出问题整治。坚
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以“时
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聚焦党中央高
度重视、群众反映强烈以及工作中最
突出、最需要注意的问题，实事求是、
刀刃向内开展整治。主动查找“表现在
基层、根子在上面”的问题，统筹协调、
上下联动、合力解决。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巩固拓展主
题教育成果作为重大政治任务，扛起
主体责任，对各项任务举措明确责任
单位和具体要求，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主要负责同志要履行第一责任人职
责，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
过问、重要环节亲自协调、重点任务亲
自推动。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走
在前、作表率，以钉钉子精神抓好各项
任务举措落实，走好践行“两个维护”
的第一方阵。各级领导机关、党员领导
干部要以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抓好
自身学习贯彻，抓好自身问题整改，以
上率下，示范带动。把巩固拓展主题教
育成果情况纳入政治监督，作为领导
班子和领导干部年度考核、党组织书
记抓基层党建述职评议考核内容，通
过巡视巡察、专项检查、督查督办、“回
头看”等方式，加强评估问效。把主题
教育探索的复盘推演、暗访抽查、政
策答复、同题共答等有效做法运用到
日常工作的研究谋划、督促指导和推
进落实中，推动各方面工作高质量发
展。

（新华社北京2月28日电）

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巩固拓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思 想 主 题 教 育 成 果 的 意 见

（2024年 2月 23日）

（上接第一版）
据悉，大禹渡灌区“十四五”

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是国家
150 项重大水利项目之一，是山西
省重大水利工程项目，项目总投资
2.8479 亿 元 ， 分 4 个 年 度 投 资 实
施，主要建设内容为灌区泵站工
程、输配水工程、计量监测工程及
智慧水管理体系。项目建成后，将
提高泵站提水能力、渠道输水能
力，改善灌溉面积 29.12 万亩，恢
复灌溉面积 2.23 万亩，年新增节水
能力 838.86 万立方米，新增粮食产
能2005.8万公斤。

高大的厂房，整洁的场地，现
代化的机组，在大禹渡灌区“十四
五”续建配套与现代化改造项目二
级站的扬水作业车间里，已经改造
完成的厂房和现代化的设施，让人
眼前一亮。

大 禹 渡 灌 区 始 建 于 1970 年 ，
1974 年首期工程竣工并开始提水
灌溉，共 6 级 14 站，总扬程 346.4
米，总装机 6.6206 万千瓦，设计提
水 流 量 16.3 立 方 米/秒 。 2022 年 ，
大禹渡灌区被纳入全国数字孪生灌
区先行先试范围；2023 年，芮城
县被水利部纳入第一批全国深化农
业水价综合改革推进现代化灌区建
设试点县 （区） 范围。灌区设计灌
溉 面 积 31.35 万 亩 ， 经 过 节 水 扩
灌，灌溉面积现为 54.62 万亩。其
中，高标准农田 29.76万亩。

大禹渡扬水工程服务中心二级
站站长党超介绍，此次改造工程在

原来只有 3 条 6 千伏线路的基础上，
增加了 3 条 10 千伏线路，用电有了保
障，一改原来用水高峰期电力紧张的
问题。同时，也新增了高效提水水
泵，提水量大大增加。另外，在扬水
管道的改造中，将已经使用几十年的
混凝土管全部更换为钢管，不仅耐
用，而且提高扬水效能。这些改造是
大 禹 渡 灌 区 建 成 50 年 来 最 大 的 变
化，必将促进灌区内农业生产的高质
量发展。

以水为民，以水利民。近年来，
大禹渡灌区紧紧抓住续建配套与节水
改造、泵站更新改造、实施高效节水
灌溉、续建配套与现代化灌区改造等
历史机遇，立足灌区实情，破解发展
瓶颈，依托现代水利科技手段，加快
灌区信息化建设步伐。目前，灌区粮
食复播面积由 30%提高到 95%以上，
粮田由“百斤田”变为“吨粮田”，
平 均 亩 产 达 975 公 斤 ， 是 改 造 前 的
2.59 倍。灌区所在的芮城县连续 15
年被评为“全国产粮大县”。

“我们现在都用黄灌水浇地，大
禹渡新修的渠道比以前更宽了、更深
了，老百姓浇地更快、更方便。”站
在新修的大禹渡灌区渠道旁，芮城县
南磑镇村民陈建安高兴地说。

站在新的起点上，作为纯农业灌
溉灌区，大禹渡灌区随着水利基础设
施改善和供水能力的提高，将有力提
升群众依靠水利实现共同富裕的信
心，以水为媒，以水促产，以水置
业，以水赋能，促进灌区农业高质量
发展。

这是桂林市全州县蕉江瑶族乡大源村的雪景（2月 28日摄）。
连日来，受强冷空气影响，广西桂林市全州县蕉江瑶族乡持续冰雪天

气，瑶寨梯田被冰雪覆盖，美如画卷。 新华社记者 黄孝邦 摄

新华社北京 2月 28 日电 （记
者郁琼源 于文静） 近年来，我国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2023 年
全 国 农 村 卫 生 厕 所 普 及 率 超 过
73％，农村生活污水治理 （管控）
率达到 40％以上，生活垃圾得到
收 运 处 理 的 行 政 村 比 例 保 持 在
90％以上。

这是记者 28 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的消息。

农业农村部有关司局负责人表
示，2023 年我国总结推广“千万
工程”经验，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有力有效。各地深入实施乡村建
设行动，加快补上农村公共基础设
施短板，有序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提升，全国开展清洁行动的村庄
超过 95％，村容村貌明显改善。

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的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提 升 五 年 行 动 方 案 （2021—2025
年）》，到 2025 年，农村人居环境
显著改善，生态宜居美丽乡村建设

取得新进步。
其中，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稳步

提高，厕所粪污基本得到有效处理；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不断提升，乱倒
乱排得到管控；农村生活垃圾无害化
处理水平明显提升，有条件的村庄实
现生活垃圾分类、源头减量；农村人
居环境治理水平显著提升，长效管护
机制基本建立。

据了解，2024 年有关部门将务
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从农民最迫切
的现实需要入手，谋划推动农村基础
设施和公共服务普及普惠、以小见
大、以点带面、可感可及的关键要
事，扎实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
设。

这位负责人表示，农业农村部将
牵头抓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稳
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健全长效管护
机制，成熟一个改一个，切实提升改
厕质量。协同推进农村生活污水垃圾
治理、村容村貌提升，有序开展村庄
清洁行动。

我 国 农 村 人 居 环 境
整治提升取得新成效

本版责编 冯婷婷 校对 杨炎玺 美编 冯潇楠

2 月 28 日，重达 330 吨的“鲲鹏
号”盾构机刀盘被吊起。

当日，在由中铁十一局承建的
深江铁路深莞隧道西段，“鲲鹏号”
盾构机刀盘吊装下井，该段是 13 米
级大直径单洞双线隧道。深江铁路
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海通道
的重要组成部分，正线全长约 116
公里。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 摄

深江铁路深莞隧道
盾构刀盘下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