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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大者”，也关联着云南方向。

省委政研室室务会及时对抓好

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宣传贯彻工作

作出安排，研究制定工作方案，明确

15项任务清单，在全室掀起学习贯彻

热潮。通过系统学习党的二十大精

神，省委政研室党员干部纷纷从自己

擅长的领域撰写理论文章，做好党的

二十大精神宣传工作。“报告第八部

分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

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据

查阅，这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

中首次提到‘旅游’一词，并对文化

和旅游两者之间的关系做了明确阐

述。”省委政研室文化处一级调研员

郭培阳说，“这一全新表述，为我

们进一步推动理论创新、实践创新

提供了科学指引”。

“我们要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

优良学风，在全面学习、全面把握的

基础上，通过做深调查研究、做精文

稿服务、做实改革服务、加强自身建

设，在全面落实上下功夫，以更强

执行力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到实

处。”在11月14日省委政研室理论学

习中心组集中学习时，中共云南省委

副秘书长，省委政研室主任、改革办

副主任徐畅江说。据悉，省委政研室

近期围绕党的二十大精神贯彻落实，

重点聚焦服务省委重大会议、起草重

要文稿、推进重点领域改革等方面，

谋划了系列任务，当前正按照组织专

班推进的方式分头抓好落实。

目前，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学习

不仅在省直机关单位全面有序开展，

云南各州（市）也纷纷根据自身特

点，对各市直机关单位的学习提出了

要求，指明了方向。保山市提出，围

绕党的二十大报告“全面提高机关党

建质量”等工作要求，持续开展模范

机关创建大比拼，推动全市各地各单

位工作在全省有亮点、有进位、居前

列。红河州直机关工委开展“星火”

定制式理论政策宣讲志愿服务，通过

“基层点单、工委派单”模式，把大

主题转化为小切口，把书面语变成口

头语，把普通话翻译成民族语，让党

的二十大创新理论更加深入人心。

聚焦主业，奋发有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

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连日来，全省各级机关把学习党

的二十大精神与做好机关党建工作结

合起来，与开展作风革命、效能革命

和“对标先进、争创一流”主题实践

活动结合起来，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推

动机关工作的动力。

云南地处印度洋板块与欧亚板

块碰撞带东侧，是我国破坏性地震频

繁发生、地震灾害特别严重的省份之

一。党的二十大报告第十一部分，在

健全国家安全体系、提高公共安全治

理水平等论述中，都提出了对防震减

灾工作的要求，这也激励着省地震局

广大干部职工聚焦主责主业，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11月上旬，

云南省地震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彬先

后到省地震局位于昆明、丽江、大

理的三个基层单位宣讲党的二十大精

神。“我们要准确把握中国式现代

化、高质量发展对防震减灾工作的要

求，全力实施好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云南项目，不断推动云南防震减灾

高质量发展。”王彬介绍说，作为

“十四五”规划建设的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之一，中国地震科学实验场

项目的建设，将为揭示地震孕育特

征、识别地震前兆和探索诱发等提供

稳定的高质量野外实时观测数据。

省水利厅在全面系统学习党的

二十大报告基础上，厅党组对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提出的水利领域相关内

容进行了梳理，并将梳理出的七条内

容，作为指导云南水利工作的“纲”

和“魂”。“水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基础，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支撑，特别

是农村供水保障工作，与人民群众的

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云南省水利

厅党组书记、厅长胡朝碧介绍说，总

投资达208亿元的云南农村供水保障

3年专项行动，目前已经累计完成投

资116亿元，改变6.08万依靠水窖供

水人口和5.96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

水方式，解决27.61万因旱拉水送水

人口供水保障问题，同步提升67.78

万城乡人口供水保障水平。3年专项

行动进入攻坚阶段，水利部门将牢记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努力让人民群众喝上安全水、放心

水、幸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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