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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锋经验

○ 普洱市 “云岭银发”助力生态文明建设

普洱市发挥党组织引领作用，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积极响应“云岭银发”助力

生态文明建设的号召，投身绿色生态、绿美城乡、绿水青山

和绿色生活守护中。

创新方式，激发老同志参与积极性。普洱市委老干部局

结合实际确定主题，邀请老干部建言献策并开展专题调研；

思茅区制定《思茅区老干部志愿者积分激励机制》，鼓励老

同志参与思茅河清理、创建文明城市等志愿服务，用积分兑

换物品；景谷县组织“银发麦田守望者”深入田间地头“传

经送宝”8期，500余人次参与。

搭建平台，鼓励老同志讲好故事。积极搭建老同志学、

谈、展、演、讲等平台，通过举办《大美普洱》摄影展、

“喜迎二十大银发心向党”展览展示展演活动、“我为发展

献一策、助力绿美乡村行”主题活动等，引导老同志讲好发

展故事、讲好普洱故事，展现普洱生物多样性之美。

组织引领，引导老同志发挥余热。以党建引领，强组织

建设，赋能作用发挥，绘制全市离退休党员干部发挥余热、

贡献力量的“生态蓝图”。茶城银发农业科技专家团、宁洱

县银发农业科技推广团通过技能培训、成果转化、科技示范

“三抓”，凝聚银发力量助力生态产业发展；景谷县“银发

红马甲”志愿服务队，以“夕阳红”护航“生态绿”；澜沧

县组织“我为申遗出份力”主题活动，号召银发志愿者宣传

古茶林的保护知识。
普洱市委老干部局 

○ 元阳县 “田野考察”促干部担当
作为

为进一步深化干部政治素质考察，元

阳县立足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实际，探索开展

“田野考察”，通过深入“第一现场”，对

干部进行精准“立体式画像”。

制定个性化研判清单。为提高干部考察

精准度，元阳县委组织部召开干部分析研判

专题培训会，明确研判时间、研判内容等要

素，对收集到的各类信息进行分析研判，梳

理形成个性化研判清单。依据研判清单，抽

调相应干部组成考察组，考察前对考察人员

进行工作培训，系统讲解“田野考察”相关

事项，帮助“新人”尽快进入角色。

建立“一人一档案”。针对重点工作，

考察组设计灵活机动的考察路线，随机深入

一线，与群众深度交流，最大限度掌握第一

手考察素材。召开专题会集思广益，要求考

察组结合上一轮考察情况对比分析干部情

况，对调研中未掌握的细节与行业主管部门

反复沟通，确保干部的政治品格、能力表

现、作风修养考准考到位。

强化考核结果运用。坚持“严管、厚

爱、促干”相结合，树立“发展退位、干部

让位”的考核导向，把群众“好差评”作为

考核干部的重要标尺。2022年以来，共开展

“田野考察”8轮，开展县管领导班子和县

管干部分析研判和乡镇领导班子换届“回头

看”工作3次；调整“下”的干部16名，提

醒谈话33名，有力促进干部担当作为。

元阳县委组织部 卢 叶 

（图为元阳县委组织部考察组向基地负责人了

解干部情况）

○ 省委党史研究室 用好“青年学习论坛”抓实
主题教育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

启动后，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迅速行动，借助省社科十佳学术

活动“青年学习论坛”，为青年党员干部搭建学习、研究平台，

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走在前列学思想。省委党史研究室把“青年学习论坛”作

为主题教育的前沿阵地，研究部署以“学好新思想、建功新时

代”为主题的年度实施计划、4期论坛方案与11项研讨主题，

动员、号召广大青年学者先学一步、深研一层、争当表率。

凝心铸魂强党性。通过“青年学习论坛”培养、选派17

名优秀“四史”青年宣讲团成员，第一时间部署开展“七进”

宣讲活动；通过专题宣讲，联合“万名党员进党校”“云岭先

锋”夜校等省内知名教育平台，开展教育引导。

深研理论重实践。聚焦中央关注、省委要求、群众需求，

深入开展“党史资政大调研”活动。今年，省委党史研究室把

领导率队青年干部开展17次调研活动列入计划，现已成功申

报重点课题5项。

服务大局建新功。以服务主题教育为主线，发挥“党史文

献库、党史研究智库、党史人才库”优势，主动担当党的创新

理论溯源、历史证成、实践指向等学科建设任务，及时做好涉

党史决策咨询、题材审核、展陈把关等工作，为服务推动主题

教育提供党史支撑。
省委党史研究室 王宇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