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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富市：“三个课堂”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在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中，水富市组织系统创新打造“三个课

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高标准开局、高质量推进。

突出政治性，打造“红色课堂”。水富市组织系统充分挖掘

本地红色资源，把向家坝水电站、水富云天化有限公司、烈士陵

园、城市规划展览馆等，打造成为组工干部的“红色课堂”。

突出针对性，打造“专题课堂”。水富市委组织部通过“组

工讲坛”，把党史学习与业务学习相结合，深入学习党的组织路

线和组织工作发展历程。水富市公安局党委将党史学习教育与队

伍教育整顿结合起来，深入挖掘公安革命先烈的故事，提振干部

精气神。各村、社区开设“党史天天学”广播栏目，并通过村级

活动室的“大喇叭”进行宣传，让群众随处可学习，随时受教育。

突出实效性，打造“实践课堂”。水富市组织系统通过“微

心愿”认领、助力乡村振兴、服务“港园城”项目等，把基层一

线作为“实践课堂”，将党史学习教育延伸到田间地头，不断提

升组工干部的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效果。

水富市委组织部 文 慧 

牟定县：党史学习教育“走新”又“走心”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牟定县创新方式方法，用好用活理论课

堂、喇叭课堂、实践课堂，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在基层落地生根、

走深走实。

理论课堂专题学。以“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办

好日常党史理论专题班。依托“一网六单”做到周提、旬促、月

报，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抓在经常、融入日常。用好科级干部专题

研讨班、村社干部能力提升班、党员进党校培训等主体班次，量

身定制、精心配制，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心。

喇叭课堂随时学。借助农村“小喇叭”优势，开设喇叭课

堂，每天早中晚时段各用5分钟左右播学一个党史小故事和一则党

史知识，在彝族群众较多的村寨实行彝汉“双语”播报，确保党

员学习不脱节、不掉队。组建宣讲队，用好党史学习“扩音器”

和移动“小喇叭”，推动党史学习全面化、大众化、普及化。

实践课堂深入学。以“我为群众办实事”为落脚点，聚焦民

生保障“痛难堵”和基层治理“中梗阻”问题，列出清单、晒出

计划，全员参与办实事、解难题。通过面对面宣讲、走访基层群

众，听取意见建议、破解基层难题、办理民生实事，切实把学习

成效转化为为人民服务、干事创业的内在动力。

牟定县委组织部 赵 东 

宾川县：

用好红色资源 讲好党史故事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宾川县各级

党组织充分运用县域内的红色资源，强化党

史教育，不断提升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红色基地成学习“打卡地”。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宾川县充分利用州城镇“红军

长征过大理陈列馆”、乔甸镇新庄“红军

村”、宾川县烈士陵园等红色教育基地，结

合主题党日、“三会一课”等形式“打卡”

学习。通过向纪念碑默哀、向革命先烈致

敬、重温入党誓词、参观革命遗迹、重走长

征路等方式，深入了解红色基地所承载的革

命历史、革命精神。

红色文化深入青少年群体。宾川县革

命英烈红军小学采用学党史、读红色故事、

看红色电影、升国旗等多种形式和途径，开

展党史学习、传承革命传统和优良作风等活

动。宾川县还采取青年学习小组、青年读书

会、党史知识讲座、争当党史志愿讲解员等

形式，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组织

青少年学生代表组成青年宣讲团，到宾川县

红色传承教学基地接受现场教学和辅导，抓

实落细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

宾川县委组织部 彭启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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