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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策划

习打头，把“五学五课”作为强化

理论武装的重要抓手，以“关键少

数”带头学、党员干部全员学、宣

传宣讲带动学、突出云南特色学，力

争学出氛围、学出特色、学出成效。

云南先后在省委党校、扎西

干部学院开办2期省领导干部读书

班集中学习，参学省领导静下心读

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参观红色教育

基地、重温入党誓词，通过现场教

学、专题党课、专题辅导、集中自

学、交流研讨等方式，示范上好主

题教育“第一课”。

在“关键少数”的示范带动

下，第一批152家参学单位对标对

表，举办读书班451次，综合运用

第一议题、理论学习中心组、“三

会一课”、读书交流会、党员教育

培训活动等方式，广泛开展自学、

研学、讲学、促学，做到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参学的党员干部表示，

学习不能“浅阅读”，而要“深思

悟”，要把零散的变为系统的、孤

立的变为联系的、粗浅的变为精深

的、感性的变为理性的，做到知其

然更知其所以然。

除完成“规定动作”外，云南

还做好“自选动作”，致力于在学

习内容和形式上突出地方特色。

云南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

南重要讲话和对云南工作的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作为主题教育的重要

学习内容；通报表扬10名优秀县

（市、区）委书记，推出全国先进

典型鲍卫忠，引导广大党员向先进

典型学习；持续深化“党的光辉

照边疆、边疆人民心向党”学习

实践活动，组织“云岭百姓宣讲

团”“艾思奇百姓宣讲团”等地方

宣讲队伍，积极开展“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百县千乡

万村行”活动，采用民族干部宣

讲、民族语言阐释、民族文化演绎

等方式，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边境最前

沿、大山最深处、寻常百姓家”。

成果转化  谱写新篇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

道。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调查

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

项工作的基本功。

在主题教育中，云南坚持调

研开路，紧扣《关于在全党大兴调

查研究的工作方案》明确的12个方

面调研内容，聚焦全省发展关键，

“沉下去”察实情、“走出去”学

经验，推出一批创新性的政策举措，

破解一批影响和制约发展的难题。

翻开省领导的行程表，调研

足迹直达项目一线、贴近基层民

生：在普洱市孟连县娜允镇芒街村

调研时，省委书记王宁点赞并要求

推广牛油果产业发展经验；在昆明

市盘龙区调研政务服务工作时，省

长王予波提出“把方便留给企业和

群众，把麻烦留给自己”；在中老

铁路沿线开发、滇中引水工程、现

代化边境幸福村建设等重大项目现

场，省委常委一线调度工程进度、

督查项目质量、检查安全生产；云

南省党政代表团赴上海、浙江、广

东，学习考察当地改革开放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先进经验，宣传推介云

南产业……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省

委常委领衔调研128次，推动解决问

题141个。

第一批主题教育参学单位通过

深入调研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

题。省委组织部深入基层单位，帮

助解决党员发展、党建信息化平台

使用、党建联建共建平台搭建等问

题；省公安厅推出落实服务群众便

民举措，为紧急必要出入境需求人

员提供“绿色通道”……主题教育

开展以来，第一批参学单位共列出

1460个调研主题，领导班子成员开

展调研8200多人次，发现问题7633

个，解决问题4303个。

“调”以务实、“研”以致

用。云南着力转化主题教育成果，

以云南之学推动云南之干，促使一

个个政策主张落地落实，一个个行

动计划见行见效。

——推动群众幸福指数不断提

升。聚焦就业、教育、医疗等13个

群众最关心的领域，制定省级主题

教育民生项目清单，确定37个民生

项目，明确26个主办单位，第一批

参学单位开列民生实事1565件，以

“清单制+责任制+时限制”的方式

办理解决1100多件。

——推动“三大经济”持续向

好。锚定“3815”战略发展目标，

大力发展资源经济、园区经济、口

岸经济，谋划实施产业强省建设、

中老铁路沿线开发、打造一流营商

环境等42个三年行动。今年上半

年，全省经济运行稳中向上向好，

经济转型升级呈现积极态势，地区生

产总值完成1.42万亿元、增长5.1%。

——推动“三个定位”建设取

得新进展。实施“枝繁干壮”“石

榴红”等工程，建设374个现代化边

境幸福村，努力成为民族团结进步

示范区；以“三治一改善”治湖治

水，全面推进绿美云南建设，当好

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积极参与共

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中老铁

路沿线开发三年行动计划，面向南

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

领悟思想伟力，奋楫再启新

程。当前，全省上下努力巩固拓

展第一批主题教育经验成果，精心

组织开展好第二批主题教育，激扬

“闯”的精神、“创”的劲头、

“干”的作风，凝聚起谱写中国式

现代化云南篇章的磅礴之力。

本刊记者 曾永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