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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4日，九江镇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召开，会上，九江

镇党委书记、镇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组长徐永强深刻阐述

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

义、重点任务和目标要求，拉开

了九江党史学习教育的序幕。

动员会后，村（居）各党组织、各单

位迅速传达会议精神，及时制定

工作方案，精心谋划，认真组织

学习教育，全镇掀起学习热潮。

一个月后，九江镇再次召开

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会议，对党史

学习教育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并正式发布九江镇党史学习教

育“一十百千万”工作计划，结合

“百年芳华·奋进先锋”党建品牌，

通过多种形式、多种渠道，将党

史学习教育融入全镇各项工作

中，为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提供行动指南，推动党史学习教

育在九江落地生根、取得实效。

事实上，为扎实推进全镇党

史学习教育往深里走、往心里

走、往实里走，九江镇高起点谋

划、高标准要求、高质量推进，坚

持先学一步、学深一层，积极发

挥示范带动作用。先后召开镇

党委会议、全镇党史学习教育动

员大会、党史学习教育推进会

等，明确重点工作和重点举措，

对全镇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

安排部署。并成立了由镇党委

书记徐永强任组长的镇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并抽调5名专

职精干力量集中办公，为党史学

习教育的开展提供了强有力的

组织保障。

同时研究制定领导小组工

作制度，充分发挥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职能作用，开展督导，了解

进展情况，发现存在的问题，提

出改进意见并督促整改，坚持把

学习教育的压力传导到“最后一

公里”；并且注重总结经验，及时

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做到典型引

领、示范推动，强力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走得更实。

值得一提的是，为进一步明

确党史学习教育的方向，九江镇

制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安

排表》，明确任务清单、责任清单

和时间节点，挂图作战，发布《九

江基层党组织党史学习教育任

务清单》，明确党委、党支部、党组

织书记和普通党员4个层面共

27个任务，确保全年工作有计划

有步骤地推进实施，推动九江党

史学习教育高质量、有特色、见

实效。

用心学党史 用情办实事
九江多管齐下促进党史学习教育提质增效

5月18日，九江镇水南

社区党员何俊业在等待吃

早饭的时间，他打开“南海

九江”微信平台里的“天天

学党史”栏目，通过阅读相

关文章，他找到了学习的薄

弱环节，明确了近期的学习重点。

对九江镇红色历史，九江镇下西社区党委副书记邝嘉颖

一直都有很强的学习积极性。近期，她留意到九江镇农村微

广播的节目，她认为通过广播可以得到更加系统的学习，更

加深刻体会到了“守初心、担使命”的时代意义。

这是他们获取党史知识的两种方式，也是九江镇广大党

员干部群众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缩影。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

任务，要高标准高质量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扎实开展。”早在今

年3月初，九江镇委书记徐永强在全镇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

会上强调，九江要坚持集中学习和自主学习相结合、规定动

作和自选动作相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在走深走实的同时，积

极拓宽学习阵地，创新学习形式，让党史学习教育接地气更

鲜活，营造全社会学习党史的浓厚氛围。

事实上，从3月份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九江镇高度

重视、精心谋划，始终坚持把党史学习教育作为一项重大政

治任务来抓，通过领导干部带头学、指定书目规范学、红色资

源教育学、文化活动融入学、开展宣讲引领学、媒体宣传推动

学、为民办事实践学，多管齐下促进党史学习教育提质增效。

九江镇党委书记徐永强：村（居）各支部、各单位

要精心谋划，把握正确导向，采取分类指导，创新方

式方法，营造浓厚氛围，引导党员干部群众树立吃苦

观、群众观、敬畏观、诚信观、纪律观，做到“五观端

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感恩党，推动学习教

育走深走实。

九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张厚祥：全镇党员干部

要深刻领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牢牢把

握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自觉

从党的百年伟大征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奋进的力

量，推动镇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九江镇党委副书记罗伟海：一个主题覆盖全镇

贯穿全年，二十二项重大实事惠民聚力，百场特色活

动丰富学习形式，五千名党员凝聚发展动能，万户千

家和风细雨润心田。

镇党委班子带头追寻红色足

迹，缅怀先烈事迹，重温入党誓词，

深切感悟党的百年光辉历程；在

海寿诗歌岛讲红色传承，诵红色

经典，将党史学习教育送到田间

地头；全镇20个党支部、约700名

老师及8000名学生参与“学习强

国”学习运动会；举办“百年芳华·

奋进先锋”主题摄影美术书法展

征集活动，用摄影、美术、书法作品

等形式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

程……

在完成规定动作的基础上，

九江镇创新党史学习教育方式方

法，全面落实“五进五学”，提升工

作实效,通过不断丰富学习载体、

拓展学习内容，搭建多平台讲好

红色故事、传承红色精神，让党史

学习教育更接地气、更可持续。

所谓“五进五学”即是，深入推

进党史学习教育进机关、进企业、

进农村、进社区、进校园，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在进机关方面，九江在全镇

铺开“观看红色电影 学百年党史”

主题活动，充分利用现有的公共

文化资源，打造以吴家大院为主

体的红色影院，分批组织镇内各

党支部观看《血战湘江》《金刚川》

等红色影片。

在进企业方面，九江镇积极

引导雄塑科技公司、九江酒厂等

企业，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开展“先

锋车间”“优秀先锋岗”评选活动，

鼓励广大党员立足本职岗位，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打造“两新”示范

工程。

在进村（居）方面，九江协助南

金村党委开展“听老党员忆入党·

大榕树下讲初心”学习教育活动，

组织青少年、儿童与老党员共话初

心，追忆峥嵘岁月，弘扬爱国主义。

在进校园方面，九江举办“童

心向党 党的光辉照我心”党史教

育进校园主题活动，组织辖区内

小学生、共青团员代表，到李卓峰

墓等本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拜祭

英烈；开展党史亲子共读活动；举

办“弘扬劳模精神，激发奋斗力量”

劳模精神进校园宣讲活动，首场

在南海区九江镇初级中学开讲，

并在公众号开设“致敬劳模先进”

专栏，让广大学子从小就感受榜

样力量，弘扬劳模精神。

九江镇坚持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

结合起来，积极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实践活动，着力解决群

众“急难愁盼”问题，做到问政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借力党建网格“三单制”，

系统梳理群众需求。九江镇通

过推进实施“三单制”，理清善治

资源清单、群众需求清单、为民

实事清单，聚焦第二级党建网

格（即经济社党支部和住宅小

区党支部），推动基层骨干力量

依托党建网格，真正参与基层

治理，同时积极梳理群众最关

心、最突出、最紧迫的实际问

题。目前共梳理问题369条，已

解决91条，如投入2000多万

元，开展全镇村（居）道路交通安

全隐患整治，有效消除群众出

行的安全隐患，获得市民的一

致点赞。

同时，九江还以打造“民生

先行 幸福儒乡”为工作目标，聚

焦生态提升、教育强基、全民健

康、安居保障、公共安全保障等

市民关注的热点难点问题，发

布了首批22项民生实事清单，

并向社会公布清单工作内容、

实施进度和完成时间，让市民

做监督、提建议。

目前已完成九江医院医技

大楼、农村“大市政”全覆盖等惠

民工程，其余内河涌净堤综合

整治、污水处理厂扩容等工程

项目亦在有序推进中。

此外，九江以党史学习教

育为契机，广泛动员镇内各党

员干部以实际行动践行“我为

群众办实事”承诺，如在疫苗接

种方面，主动下沉村（居）助力

新冠疫苗接种，在群众接种意

愿、接种效率、接种安全等方面

均取得了较好实效；在摩电整

治方面，深入各厂企、村（居）、

学校等，开展摩电整治宣传，劝

导市民在骑乘电动车时佩戴头

盔，遵守信号灯，靠右行驶等；

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三级党

建网格的重要作用，及时解决

群众停车难等实际问题，有力

践行“我为群众办实事”。

接下来如何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进一步深入？九江镇党史

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相关负责人

介绍，九江镇将继续围绕党史

学习教育“一十百千万”工作计

划，以“一个主题全镇覆盖贯穿

全年，二十二项重大实事惠民

聚力，百场特色活动丰富学习

形式，五千名党员凝聚发展动

能，万户千家和风细雨润心田”

为工作主线，在“规定动作”专

题化上做文章，在“自选动作”

特色化上求突破，在“我为群众

办实事”上下功夫。

“特别是，九江将继续探索

创新党课形式，充分利用榕树

头、塘头棚、企业车间、海寿轮渡

等群众身边的课堂阵地来讲党

课。”该负责人介绍，九江要通过

系列特色课堂，让党史学习教

育接地气有温度，切实把党史

学习教育送到千家万户。

/ 强化安排部署 /
让党史学习教育“动起来”

/ 坚持守正创新 /
让党史学习教育“活起来”

/ 坚持为民务实 /
让党史学习教育“实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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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镇党委班子重温入党誓词。

■九江镇党委班子带头追寻红色足迹，缅怀先烈事迹。

■九江开展入户摸排群众需求动员培训会。 珠江时报记者/何万里摄

■九江镇在海寿诗歌岛诵红色经典，将党史学习教育送到田间地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