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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市委党史研究室领导

出席主城区“党史进校园”研讨会

10 月 18 日，主城区“党史进校园”研讨会在重庆三十七

中召开。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主任

张琪、徐光煦，副巡视员艾新全参加会议并发言。大渡口区副

区长毛伟致辞，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刘强主持会议。

重庆三十七中校长伍平伟就该校开展中学生党史宣传实践

工作情况作了汇报。主城区各党史部门负责人分别介绍了各自

开展“党史进校园”活动的做法和经验，并就进一步推进“党

史进校园”活动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徐塞声在讲话中指出，此次研讨会是重庆党史部门自觉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全市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精神的实际举措，检验了主城片区开展“党史进校园”主题活

动的成效，同时也为大家提供了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机会。

对进一步开展好“党史进校园”主题活动，徐塞声提出了

三个方面要求。一要深刻认识“党史进校园”主题活动的重要

意义。“党史进校园”是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知史爱党、知史爱

国的必然要求，是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客观要

求，也是有效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现实需要，要把“党史进校

园”作为党史宣传教育工作的重点方向。二要扎实推进“党史

进校园”主题活动深入开展。从内容上来说，要突出党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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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主流和本质；从形式上来说，要丰富多彩、生动活泼，

切勿单调死板；从机制上来说，党史部门和教育部门要加强合

作，共同推进。三要不断加强党史宣传教育的力度。党史部门

要在新的历史方位找准新坐标，展现新作为。要认真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的要求，按照市委的工作部署，积极探索党史宣教工

作新途径，统筹推进党史宣传“六进”工作，把党史资政育人

功能落到实处。区县党史部门要把党史宣传教育作为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党史工作的作用，形成党史工作的品牌效应，扩大党

史工作覆盖面，进一步增强工作效果。

主城区各党史部门同志、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处室负责人

及重庆三十七中“党史进校园”课题组人员参加会议。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大渡口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调研云阳党史工作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一行到云

阳调研党史工作，并就云阳党史工作与云阳县委书记张学锋进

行了交流。云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丁笙洺陪同调研。

徐塞声一行先后到云阳县青龙街道柏杨湾社区党史图书专

柜、红狮镇彭咏梧纪念馆以及县博物馆“革命星火”展厅调研，

详细了解了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借助村、社区便民服务中心区

图书室平台设置党史图书专柜、建立党史宣传教育阵地等情况，

听取了云阳县在革命遗址保护、革命纪念场馆建设和党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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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转化利用方面的做法和成效。

徐塞声对云阳党史工作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云阳

县党史资源丰富，彭咏梧、赵唯、刘孟伉等川东游击队主要负

责人均是云阳人，他们为迎接解放在下川东地区领导并开展了

轰轰烈烈的武装斗争。希望云阳县进一步加强史料征集，因地

制宜建设展览场馆，宣传展示云阳党组织的光辉历史，特别是

川东武装斗争的历史，进一步加大党史宣传教育工作力度。

张学锋表示，加强对党史工作的领导是党委的重要职责，

为党修好“红色家谱”意义重大。云阳县委将进一步加大对党

史工作的支持力度，推动云阳党史事业不断取得新成绩。

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处室负责人、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负

责人参加调研。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云阳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艾新全

陪同中英专家考察重庆三线遗址

考察三线遗产是在上海大学举办的“当代工业遗产：价值

及保护与利用”国际高端工作坊的内容之一。10 月 20 日至 23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副巡视员艾新全陪同英国伯明翰大学国际

铁桥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迈克•罗宾逊（Mike Robinson）、上海

大学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心主任吕建昌一行，赴重庆涪陵

“816”核工程遗址、江津夏坝工业遗址群考察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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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学者对重庆工业遗产保护利用表现出极大关注和兴

趣。在实地考察、走访调研后，双方就中英两国探索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的实践经验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并就加强工业遗产

保护利用达成初步合作意向。在随后举行的相关学术研讨会上，

重庆三线遗产保护利用工作被作为重要案例提交会议讨论，受

到与会专家学者的普遍认可和广泛好评。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负责人参加考察活动。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供稿）

万盛党史部门专题学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10 月 19 日，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夏勇主持

专题学习会并作《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专题辅导报告。

在集中学习、充分讨论后，夏勇强调要从三个方面做好学

习宣传贯彻落实工作。一要坚持正确政治方向，深入挖掘万盛

历史文化资源，编写好党史特色读物，为营造良好政治生态做

出应有贡献。二要定期开展理论学习、讨论，围绕党工委中心

工作深入调查研究，不断提升干部理论水平、增强干部工作本

领。三要充分发挥党史部门优势，联合宣传、教育部门积极开

展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的宣传阐释工作，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飞入寻常百姓家”，切实用习近平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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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万盛经开区党工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九龙坡区启动青少年英雄之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

10 月 25 日，“学党史、知党恩、跟党走”九龙坡区青少年

英雄之旅主题教育实践活动启动仪式在重庆建川博物馆举行。

九龙坡区蟠龙小学师生参加活动。

该活动由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团区委、区教委联合主

办，是新形势下九龙坡党史部门、教育部门和中小学校推进“党

史进校园”主题活动向深向实发展的重要举措，将在全区 76 所

中小学校长期持续开展。

该活动旨在通过组建中小学党史辅导员队伍，将党史学习

教育融入日常教学，充分发挥区级党史党性教育基地主阵地作

用，并借助团队建设、橱窗板报、微博微信等形式，多途径、

全方位开展党史宣传教育，引导青少年正确了解党的奋斗历程、

光辉历史和辉煌成就，坚定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争做新

时代的奋进者。

（九龙坡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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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北区民政局党史书屋建成投用

渝北区民政局党史书屋近日建成投用。该党史书屋致力于

打造机关干部职工的活动阵地、文化园地、展示窗口、精神家

园，配置了原创 LOGO 标识、“党史之窗”多媒体阅读机、特色

党史读物，并植入红色党建要素。

近年来，渝北区不断整合红色资源，推行“党建+党史”三

级联动，深入推进“党史六进”主题活动，全力打造渝北临空

都市红色名片。作为党史宣传教育重要阵地的党史书屋，其打

造既坚持设计合理、空间创新，也注重红色内涵、区域特色，

更突出教育功能、辐射作用。该区先后建成的龙溪街道加州社

区、洛碛镇迎祥社区、龙塔街道、区民政局等地党史书屋，已

成为全区人民学习了解党史的重要窗口和开展党建活动的重要

阵地，成为大家获取精神滋养、坚定文化自信、增强砥砺前行

信心和勇气的重要载体。

（渝北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渝黔合作背景下的红色文化传承协作

暨中央红军过綦江史实研讨会在贵阳召开

11 月 2 日，渝黔合作背景下的红色文化传承协作暨中央红

军过綦江史实研讨会在贵阳市多彩贵州文创园召开。重庆市、

区两级党史部门有关同志参加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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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中央主力红军长征过綦江相关史实、加

强綦江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以及积极构建渝黔红色文化传承

协作机制等内容展开讨论。此次研讨是贯彻落实渝黔两地政府

合作框架协议的重要举措，旨在对中央红军在渝黔交界地区(重

庆綦江安稳和石壕、贵州桐梓松坎和习水温水)的活动史实进行

论证，以更好挖掘保护红色文化，发挥长征精神引领、凝聚、

激励作用。

綦江作为渝黔合作的桥头堡，将深入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创新工作思路，主动对接贵州遵义、习水，精心打造红色綦江

升级版，为促进渝黔合作先行示范区建设特别是在联合打造全

国红色旅游基地方面贡献智慧和力量。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资料征编】

《重庆市重要历史文献选编（1978-1987）》出版发行

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重庆市档案局（馆）联合编

辑的《重庆市重要历史文献选编（1978-1987）》日前由西南师

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的工商重镇，在全国发

展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为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带领重庆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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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联合重庆市档案局（馆）编辑出版《重庆市重要历史文献选

编（1949—2006）》多卷本文献集。

为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先行编辑出版了《重庆市重要历

史文献选编（1978-1987）》。全书共计 200 余万字，由重要会

议、重要文件、领导讲话、重点专题四部分组成。书中收录的

文献，集中反映了改革开放初期重庆市委、市政府带领全市人

民“与时间赛跑”，努力探索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体

制机制改革的壮阔历史，为深化研究和宣传重庆改革开放初期

历史提供了准确可靠的史料依据。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供稿）

《磁器口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纪实》内部出版

由中共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编辑的《让城市文脉照亮未

来——磁器口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纪实》日前内部出版。

磁器口古镇是抗战大后方的文化重镇，在以独特的巴渝风

貌承袭中华文明的同时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沙磁文化，为重庆乃

至中国抗战文化史写下了辉煌篇章。为全面反映改革开放特别

是重庆直辖以来沙坪坝区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传承文化根

脉，通过各种举措扎实推进磁器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开发工

作的经验做法，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联合重庆磁器口古镇管

理委员会编辑了《磁器口古镇的保护与开发纪实》一书。

该书由古镇源流、保护与开发的培育启动、保护与开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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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级打造、保护与开发的管理提升、保护与开发的升级打造五

个部分组成。该书的出版，有利于推动全社会形成自觉参与保

护和传承磁器口古镇历史文化的良好氛围，有利于激励全区人

民为推动文旅产业发展、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构建沙坪坝区“一

江两溪三山四岸”旅游新画卷贡献智慧和力量。

（沙坪坝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忠县史志办编印《金少穆+》

由忠县党史研究与地方志编纂办公室编写的《金少穆+》近

日内部出版。该书回顾了以革命志士金少穆，共产党人金泣儒、

金焕若、余永藻、饶绘峰、饶衡峰为代表的金氏家族致力于中

国革命事业的奋斗历程及展现出的爱国奋斗精神。全书共计 6

万余字、30 余幅图片，其中大量史料及图片系首次刊发。忠县

籍中国著名书法家戴三七为该书题写书名。

自金少穆陵园成功修复之后，忠县党委、政府高度重视金

少穆史料编辑工作并将其纳入 2018 年重点目标任务。为此，忠

县史志办组织精干力量分赴山西太原、重庆垫江等地深入走访，

查找相关史料特别是第一手资料，数易其稿后于今年 10 月内部

出版了《金少穆+》一书。该书由先贤英烈篇、金家觅踪篇、凭

吊缅怀篇三部分组成，回顾了金少穆追随孙中山先生致力于中

国民主革命事业的艰辛历程（在其英年早逝后，国民政府、孙

中山、冯玉祥、徐堪等分别赠送挽联悼念），以及在其影响下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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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忠县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组织——忠县党支

部的创建者金泣儒，北京十八烈士之一余永藻，忠县后乡起义

领导人金焕若、饶绘峰、饶衡峰等金家侄辈求学与革命生涯，

同时还介绍了忠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金少穆陵园的创建过程以

及日益彰显的教育作用。

该书的编辑出版，填补了忠县民主革命时期研究的空白，

丰富了“忠”文化的内容，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较强的可读

性。

（忠县史志办供稿）

【信息短波】

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熊世忠应邀为万州技师学院全

体师生作《弘扬光荣传统，开创美好未来》专题报告，简要介

绍了万州历史沿革，重点讲述了万州革命历史和万州革命先烈

的英勇事迹。

（万州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在传达学习全国、全市、全区宣传思

想工作会议精神时强调，要坚守阵地突出特色，自觉肩负起使

命任务，特别是围绕重要时间节点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党史宣

传教育活动，讲好讲新江津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

（江津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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綦江区乡村振兴实践教学基地（王良故居、重庆綦江农博

园、中华村）获评重庆市级干部教育培训现场教学基地。

（綦江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大足区委党史研究室会同区档案局、区摄影家协会联合编

纂的党史纪念画册《美丽大足 幸福大足——大足改革开放四十

年（征求意见稿）》面向全区广泛征求意见。

（大足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反映巫溪改革开放 40 年各领域各行业嬗变的《巫溪改革开

放实录》形成定稿并付印。

（巫溪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送：市级有关部门领导，各省级、副省级城市党史部门

发：各区（县）委党史部门，万盛经开区党史研究室，各处室

责编：余敬春 电话：023-63898542 邮箱：xjc8542@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