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语 风雨兼程初心不改，砥砺前行牢记使命！自开展主题教
育以来，重庆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原义，在学懂弄
通做实上下力气，抓紧抓实各项事业不断推向前进。即日起，重庆晨报
推出“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专题，展
示通过持续深入的理论学习，广大党员干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努力在现代化新重庆建设中交出高分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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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7日，红岩革命纪念馆，前来学习参观的游人一
批接一批，部分展区排起长队。

“1~5月，我们接待观众422.19万人次。”重庆红岩联
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党委书记、重庆红岩干部学院院长朱
军说，红岩联线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总要求和目标任务，坚定理想信念，大力
传承和弘扬红岩精神，努力打造红色基因示范区。

深化理论武装 凝心铸魂筑忠诚

朱军说，红岩精神深深植根于重庆悠久的历史文化和
革命传统，植根于伟大建党精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红岩联线牢牢把握主题教育总要
求和目标任务，铸牢“红岩魂”、突出“红岩味”，高质量高标
准推进主题教育。党委班子成员、党支部书记发挥“头雁作
用”，带头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领学领读指定教材内容。
制发《主题教育党支部集中学习计划》，各党支部通过“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等形式开展集中学习共32次，支部书记讲
党课共7次。

红岩联线还组建6支理论宣讲队，创新开展“红岩渝理
同行”理论宣讲活动；组织红岩研究专家赴江苏、黑龙江等
地宣讲红岩精神35场，选派红岩故事宣讲员开展“六进”宣
讲活动36场，让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服务主题教育 彰显特色强支撑

围绕“学红岩、知红岩、爱红岩、传红岩”，红岩联线创新
推出主题教育“四个一”服务活动。

一是推荐一套红岩图书，提供主题教育红色书籍。推
出具有历史厚度、文化底蕴、红岩特色的一套图书，包括南
方局理论研究著作两部，小说《红岩》《最后的58天》两部，
《纤笔抒丹心——红岩英烈诗文选编》一部。

二是推出一批红岩剧目，丰富主题教育红色载体。以
红岩历史为题材，推出舞台展演剧《红岩革命故事展演》、渣
滓洞夜间游览剧目《歌乐忠魂》等，对外演出276场，观众
23605人次。

三是提供一批红岩展陈，深化主题教育红色课堂。聚

焦红岩先辈的“大德大智”“大忠大勇”“大仁大义”，分别在
红岩革命纪念馆、歌乐山革命纪念馆、新华日报总馆旧址陈
列馆推出精品展览7个。

四是开展一批红岩活动，搭建主题教育红色平台。深
化重庆红岩干部学院、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全国
研学教育实践基地建设，构建“四梁八柱”红岩特色课程
体系，把党的创新理论深度融入党性教育、研学教育课程
研发，面向社会开展聆听红岩党课、观看红岩剧目、开展
红岩祭扫、瞻仰红岩旧址、重走红岩小路、诵读红岩诗抄
等特色活动6个。

1~5月，红岩联线举办党性教育班143个，培训学员
5612人次；举办研学实践班72个，培训学生15571人次。

聚力改革发展 真抓实干重落实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红岩联线精准选定“实施红岩精神
传承弘扬工程”等6项调研课题，查找为民服务、安全生产等
7个方面的突出问题16个，形成问题清单，制定整改方案。

红岩联线发挥重庆革命文物保护中心作用，牵头完成
全市417处革命旧址情况摸底，实施国家文物局馆藏珍贵
文物保护修复项目，建成红岩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大数据双
端平台，实现54处文物旧址整体保护以及10万余件馆藏
的集中保护。

在红岩革命历史研究阐释体系上，红岩联线承办、参与
“新时代传承弘扬红岩精神”“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智汇
论坛”等全国性研讨会5场，推进29个课题研究。

在构建红岩文化旅游融合发展体系上，红岩联线主动
参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打造“红岩文旅”融合发
展品牌，与四川广安华蓥市、自贡市联动打造红色旅游精品
路线，优化红岩景区预约流程，推动红岩文化公园二期工程
建设，助推巴蜀文化旅游走廊建设。

在构建红色文化产业创新发展体系上，红岩联线把旅
游、展览、文创、培训等产业项目联动起来，创新发展云演
艺、云展览、云讲解、云教育等新兴产业，构建“一核多点”的
红岩文化产业发展布局。

重庆晨报记者 杨圣泉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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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学精选学、领学研学启发学、学思结合检视学、
边学边改提升学。近日来，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在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工作
中，坚定理想信念，紧盯“学”这个首要环节，着力打造一批
思政精品课、思政特色课，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
风、以学促干方面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24小时理论学习“微阵地”

雅致的书桌、舒适的座椅……学院求索楼一楼24小时
主题教育图书室，大厅中央整齐陈列着《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习近平在福建》《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
和意义》等百种书籍，这里是理论学习的“微阵地”，吸引着
广大师生阅读分享。

艺术设计专业大二学生杨万坤是入党积极分子，也是主题
教育图书室的常客。“这里是我们固定学习的地方，既能查资料
还能借书，读书论史，追求真理，思想也在进步。”学业之外，杨万
坤还是一名蓝天救援队队员，假期多次参加公益活动。

主题教育开展以来，作为学院青年讲堂第一期演讲者，
杨万坤以“中国式现代化”为题，举例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
要成就，梳理我国现代化战略的演进历程，总结我国探索推
进现代化的特征，提出未来奋斗创造的方向。通过课件向
入党积极分子作理论分享。他说，通过与大家的学习交流，
他逐渐认识到，党的发展来之不易。一支圆规有稳固圆心，
才能画好同心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团结汇聚最大力
量，同样要有坚强稳定的领导核心。

“主题教育图书室采用开放式阅读模式，能够丰富学院
师生学习资源，拓宽阅读维度。”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宣
传部姚聪介绍，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学院发挥理论学习平台
作用，服务广大师生开展理论学习，在校区开设主题教育图

书室、读书角，积极营造浓郁学习氛围，让师生能坐下来静
心看书、沉下来用心感悟。

理论知识融入红色作品

主题教育需要丰富文化载体，学院服务文旅融合发展
也找到了突破口。学院在打造红色作品、培育时代新人上
持续用力，创作话剧《花开无声》、小品《暖》等文艺作品以艺
术形式颂扬革命先辈，以艺术语言讴歌伟大时代，以艺术精
神塑造时代英模，以艺术品鉴培育师生情怀，取得良好社会
效益并获得相应奖项。

在学院毕业设计展厅，各式红色类、文旅类作品琳琅满
目。书籍设计《我狱中的朋友》吸引了众多参观者驻足，作
品运用了播画结合拼贴的设计方式，通过不同材质与画面
的组合，讲述了渣滓洞中的“最小革命者”小萝卜头的故
事。每个章节都简要概述他的心理活动和成长路线，表现
小小身躯，大大理想。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组织部康炜说，为把理论学习走
深走实，学院还邀请各行各业专家进校宣讲。学院党委班子
通过系统自学，和5期专题读书班的集中学习，提高对主题教
育的认识和站位，带头确定提升重庆辨识度的文艺人才培养、
重庆红色资源传承保护利用、中国特色高水平艺术高职专业
群建设等8个调研主题。

建立“即学即查”机制

连日来，以推动主题教育深化、内化、转化为目标，学院
分层分类组织集中学习，在全校党员干部、师生中迅速掀起
了一股学习与实践的热潮。

5月以来，学院党总支举办主题教育读书班并开展研

讨交流；5月29日，思政课师生一行赴北碚区金刀峡镇中心
小学开展主题调研；5月30日，研修班全体师生策划演绎的
临时党支部主题党日活动举行……

“学习形式上，我们采取线上学与线下学、走出去与请进
来等方式，通过专题党课、主题党日、读书分享等方式，坚定
理想信念，坚定奋斗意志。”康炜说，学院提出的“四学”举措：

每日一学精选学。精选学习内容，将党中央重大决策
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作为学
习重点，持续深学笃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制定“每日一学”计划，列出15项必学内容和17册学
习书目，确保学习时间不断档。

领学研学启发学。充分发挥领导干部领学、促学作用，引
领干部加深对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领悟，对职责使命的认识。

学思结合检视学。坚持在学中找差距，建立“即学即查”
机制，每次集中学习结束，都安排干部结合所学内容谈问题、
找差距，并通过同事提、领导评的方式，帮助查找问题。

边学边改提升学。着力在如何提升干部政治能力、理
论水平上下工夫，紧盯问题不放，以“怎么改问题”“问题改
得如何”为抓手，推动学改结合，促使干部针对学习中查找
的问题认真分析研判，全方位剖析整改，制定整改措施。

重庆晨报记者 王尊 杨新宇 摄影报道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推进主题教育走深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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