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场场党史宣讲赓续
精神、一次次专题党课涤荡
心灵、一个个党史学习教育
现场教学点人气满满、一件
件民生实事惠民暖心……

★28部情景党课让党史
学习教育触及灵魂、入脑入
心。

★16个红色点位、16条
红色公交专线，赓续红色精
神，点燃奋斗激情。

★1043名“红色大喇叭”
播音小组打通党史学习教育
培训“最后一公里”。

★宁乐庆商百个党史学
习教育现场教学点成为山东
省跨地区县市联合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的一次创新性实践。

★冀鲁边抗战革命史主
题原创红色话剧《富平镇》首
次公演，把党史学习教育搬
上舞台。

★特邀萧华将军之女萧
霞博士作《长征组歌与我的
父亲》专题党课，为奋力走好
新时代的长征路增强了动力
源泉。

★党史学习教育正在乐
陵市火热开展，滋养着广大
党员的初心使命。全市各级
各部门、党员干部听民声、察
民情、访民意，把群众反映的

“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
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更多的工
作成效、更足的发展动能。

深挖红色资源
充实党群“精神粮仓”

6 月 2 7 日 ，《 追 忆 冀 鲁
边》——— 乐陵市寻访冀鲁边革命
先辈及后人活动启动。活动组成员
先后到开国上将、冀鲁边区革命
根据地重要创立者萧华将军之女
萧霞博士等革命后人家中走访，倾
听先辈革命故事，查看关于革命烈
士相关手稿、历史资料和文献，
追忆先辈们的革命峥嵘岁月，进
一步丰富完善冀鲁边革命史、党
史等档案资料，增强党史学习教
育吸引力、感染力和影响力。

该市用好用活红色资源、创

新形式载体，开设冀鲁边红色文
化论坛。聘请“革命母亲”常大娘
后人常新华、“边区慈母”马振华
后人马新义等21名革命先辈后人
为红色兼职教员，讲述革命先烈
的英雄事迹，让党史成为看得见、
听得到、摸得着的“身边的历史”。

为了让党史学习教育更接
地气，乐陵市整合百余名宣讲
员，组建特色红色宣讲队伍。创
作21个党史课题宣讲菜单，开展
党史在纪念馆讲、在党支部大讲
堂讲、在学生课堂讲、在文化广
场讲、在田间地头讲等“五讲”活
动300余场次；1043名“第一书
记”、党建特派员、党支部书记等
组成“红色大喇叭”播音小组，每
天定时播放“四史”、“冀鲁边区
抗战故事”等内容，用乡音传递
党音，打通了全市党员、干部和
群众教育培训“最后一公里”。

同时，积极绘制乐陵党史学
习教育“红色地图”。精选出16个
红色点位，开通16条红色公交专
线，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乐
陵人游乐陵”活动，引导广大党
员群众，在追寻历史足迹的过程
中，赓续红色精神，点燃奋斗激
情。当前，已开展17期，覆盖近
1000名市民群众。

汇聚文艺力量
推进文化惠民

6月25日晚，来自乐陵社会
各界的百余位党员及市民观众
齐聚乐陵市文化娱乐中心。伴随
着说书人惊堂木的用力一拍，冀
鲁边抗战革命史主题原创红色
话剧《富平镇》首次公演正式拉
开帷幕。

据了解，该剧根据冀鲁边抗
战的革命史实改编，通过情景剧
表演、评书等形式，讲述了“七七
事变”爆发后，位于冀东南、鲁西
北交界、鬲津河畔的富平镇，首

当其冲地受到了日军残害，以乐
陵为核心的冀鲁边区广大军民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挺身而出，
保家卫国的动人故事。

乐陵市不断活化“党史课
堂”。编排28部情景党课，突出学
做结合、教学相长，推动党课从

“说教式”向“体验式”转变，通过
情景剧、诗朗诵等多样化表现手
法，以着力“小切口”呈现了“大
主题”、“小故事”讲清了“大道
理”，潜移默化提升党员干部思
想境界。编撰《艰苦奋战的冀鲁
边——— 党史学习教育读本》、连
环画《图说冀鲁边》等地方党史
学习教育读本，向全市各级各部
门、离退休老干部、驻京流动党
员党委集中发放。创新推出党史
话剧、相声、小品、戏曲、诗歌文
艺展演，推动党史宣讲向基层、
向群众延伸。全年系统排布冀鲁
边革命先辈贾震、孙轶青红色冀
鲁边文化主题书画展，文艺文
化，梯次推进、竞相绽放。

乐陵党史宣传品牌被不断
擦亮。推出《第一百个春天———
全省市县(区)大型全媒体联动
宣推》《寻声记——— 庆祝建党百
年重点广播电视节目走进冀鲁
边》《宁乐庆商百个党史学习教
育现场教学点启动仪式暨乐陵
市庆祝建党100周年“十个一百”
系列活动》等重磅作品，创新推
出《百日百人同讲乐陵故事》《党
史少年说》《党史快问快答》等品
牌栏目，让党员在系列活动和优
秀文艺作品中感悟思想伟力、汲
取奋斗之力。

坚守初心担使命
为民服务办实事

每周三是五合小区的“红色
微服务”主题健康日。社区邀请
专业医生为老人们开展常态化
的健康检查，并建立健康档案，
老人们不出小区便可享受到免
费的健康查体服务。有慢性病的
老人，社区还提供健康午餐；小
区通过设立专业的红色微服务
理发室，每周定期给老年人免费
理发，免费烫衣服，擦鞋子；社区
还联合当地城西小学，打造了

“学习共同体”:社区出场地，城
西小学出老师。每天下午孩子们
放学后，可以到“学习共同体”教
室做作业、预习功课。

乐陵市将红色基因注入城
市社区治理全过程，调整优化小
区需求清单780项，相关做法被

中组部《党建研究》、新华网等媒
体刊发。开展“红色微服务”进社
区活动，组织机关干部下沉到小
区走访问需、现场办公，“零距
离”为群众服务，打造了龙山小
区“妇女儿童+”、枣城家园“公卫
指导上门服务”、盛鑫首府“精神
文化浸润人心”等特色服务品牌，
为村民群众提供法律咨询、农业
科技、卫生健康、敬老助残、扶贫
帮困等30余类现场服务项目，切
实解决了群众生活中的难题。

学党史、办实事，把精神力
量化为生动实践。乐陵市将党史
学习教育与贯彻落实中央决策
部署和省、德州中心工作结合起
来，市级领导带头开展联系群众
大走访慰问活动，主动了解新中
国成立前入党的老党员，生活困
难党员、最美共产党员思想动态
和诉求，有针对性地帮助解决实
际困难，并为老党员颁发“光荣
在党50年”纪念章。开展环境保
护、信访积案化解、重点项目建
设等专题调研，把群众反映的

“问题清单”变成“履职清单”，带
动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切实把好
事办实、把实事办好。目前，现场
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128件。

市民政局开展“救助服务暖

民心”活动，构建为困难群体提
供“物质+精神+服务”的基本保
障服务体系，将所有社会救助事
项全部下放至乡镇办理，实现了

“网上办”“掌上办”“指尖办”的
高效便捷救助服务；化楼镇韩桥
村、双庙高村“暖心食堂”、铁营
镇兴隆社区的“一元食堂”，有效
解决了留守老人“吃饭难”的问
题；推动妇女创业创新发展，先
后召开女企业家、女致富带头人
座谈会、乡村振兴电子商务培
训、农村妇女家政技能培训等20
余场次，培训妇女达700余人，提
高农村留守妇女就业率；立足乐
陵实际，开展“乐居、乐养、乐教”
等十大民生工程，打造“乐享生
活、乐在乐陵”品牌，不断提升群
众获得感幸福感。

同时，积极开展“乐帮”系列
志愿服务活动。每月固定到村内
留守老人、孤寡老人、留守儿童
等特殊群体家中帮打扫、帮换
洗、帮联系、帮解决等，实现为民
服务到村居社区、进千家万户。目
前，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文化
科技卫生三下乡、爱心义剪、送法
下乡等“乐帮”志愿服务项目50余
个，累计开展志愿服务活动520余
次，帮助群众3000余人。

冀鲁边抗战革命史主题原创红色话剧《富平镇》展演。

党史学习教育读本进校园。

党史学习强担当

实干为民谱新篇
乐
陵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李梦晴 通讯员 刘敏 张潇允

在五合小区每周三开展“红色微服务”主题健康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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