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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 2022 年 12 月 31 日

【工作动态】

●市委党史研究室及时研究谋划室机关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系列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员干部积极下沉一线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到南川调研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到武隆调研
●“红二、六军团会师的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武陵山区乡村振兴”学

术研讨会在重庆酉阳召开
●重庆市党史系统“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达——学决议、强素质、

展形象”党史微宣讲复赛成功举行
●党史专题片《不灭的星辰—杨闇公》摄制完成
●红军将领周吉可故居建成开放
●忠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电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合川区大事记（2021）》编印发行
● 城口县档案馆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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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动态】

市委党史研究室及时研究谋划

室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工作

2022 年 10月 24 日下午，市委党史研究室组织召开室务会，

专题学习党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有关重要讲话精

神，传达学习 10月 24 日上午召开的全市领导干部大会精神，研

究谋划室机关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系列工作。室主任徐

塞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室领导班子成员、驻市委宣传部纪检监察

组和室机关有关同志参加会议。

会议指出，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

时刻召开的一次高举旗帜、凝聚力量、团结奋进的大会。大会通

过的十九届中央委员会报告，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是党团结

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和行

动纲领，是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献。大会通过的十九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揭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

重大意义，宣示了党以永远在路上的清醒和坚定推进党风廉政建

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大会通过的党章修正案，体现了党

的十九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

会议强调，要认真落实中央和市委安排部署，把学习宣传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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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任务，

抓紧抓实抓好。一是狠抓学习。室务会、室理论学习中心组要带

头学、反复学，各支部、室青年理论学习小组要跟进学、深入学，

引导全体干部职工持续深入学习，做到入脑入心，准确把握精神

实质和实践要求。二是狠抓服务。要聚焦全市学习宣传贯彻党的

二十大精神大局，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资源优势，从党史的角度

做好研究、解读和阐释工作，为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领会、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做好服务。三是狠抓落实。要吃透吃准

中央和市委要求，精心制定工作方案，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

大精神与深化市委巡视整改结合起来、与落实全年目标任务结合

起来、与谋划明年和今后一个时期重点工作结合起来，将其转化

为奋力推进全市党史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成效。

会议要求，要坚持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以时刻

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全力以赴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重大历史

题材作品审读、主管社团和宣传阵地管理、重点图书出版、机关

党建“三基”建设等当前各项重点工作，力争取得新进展、呈现

新气象。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供稿）



— 4 —

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员干部积极下沉一线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2022 年 11月份，全市疫情形势异常严峻复杂，防控工作仍

处于最吃紧、最紧要、最关键的时期。市委党史研究室党员干部

积极响应党组织号召，就地就近下沉到疫情防控最前沿，充分发

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用心用情为群众筑起“红色防线”。

一、领导带头，全员及时跟进。室领导班子成员坚持走在前、

作表率，第一时间向所在社区报到，实现角色的“一键转换”。

两名室领导班子成员主动参加社区核酸检测和区域管控秩序维护

工作。室机关党员干部克服困难，亮出身份，主动就地就近下沉

战疫一线，以实际行动助力疫情防控工作。截止目前，室机关党

员干部社区报到率 100%，根据社区安排实际参与率 92.3%。

二、克服困难，勇于担当作为。室机关绝大多数党员干部都

处于管控区域，家庭防护、子女教育、老人赡养等方面都不同程

度存在客观困难，但大家毫无怨言，积极响应组织号召、切实服

从组织安排，义无反顾投身抗疫一线。办公室李艳艳同志家属常

年在外地工作，家中幼子无人照料，但她仍然定期参与小区核酸

检测服务工作。征研一处文俊同志连续多日从早到晚参加社区管

控值守工作。征研二处王润吉同志在参加应急值守的同时，还冒

着感染风险，承担紧急就医陪送服务工作。宣教处左涛同志积极

组织业主委员会，做好所在小区疫情防控系列工作，得到各方高

度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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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强化统筹，推进业务工作。在主动下沉战疫一线，助力

疫情防控的同时，室机关各处室还结合实际，积极推进自身承担

的工作任务，较好地做到了“疫情防控不推诿、业务工作不断档”

的工作要求。办公室加大统筹力度，切实做好收文发文、应急值

班、物资保障工作，积极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征研一处、征研二

处不断推进党史资料整理、重点图书编撰、重点课题研究工作。

宣教处认真落实市委要求，充分运用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党史

频道、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重庆党史门户网站，积极开展疫情

歼灭战“进圈入群”社会宣传，助力营造坚定信心、战胜疫情的

良好氛围。

（市委党史研究室办公室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到南川调研

2022 年 10月 27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一行到南川

区调研党史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南川区委书记丁中平，区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康平，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梁正忠陪同调研。

调研期间，徐塞声一行听取了南川区党史和红色资源保护利

用工作情况汇报，先后参观调研了南川区史志陈列室、尹子祠、

东街故事、天主堂二野司令部驻地等，现场考察南川革命遗址保

护、管理及解放文化、革命文化的挖掘和研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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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塞声指出，南川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党史研

究等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南川解放文化影像志访谈、建立党

史研究专业人才库等工作有创新、有特色，对收集重要党史资料、

加强党史研究队伍建设有着重大意义，值得推广。

徐塞声强调，党史部门要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

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抓好学习、宣传、

贯彻，发挥党史研究部门的优势，为全区学习贯彻二十大精神做

好服务，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南川区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赴武隆调研

2022 年 10月 26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塞声一行到武隆

区调研党史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徐塞声一行先后参观调研了武隆区党史陈列室、后坪坝苏维

埃政府陈列馆，听取了武隆区党史研究和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

情况汇报。

徐塞声指出，武隆区委、区政府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党史研

究等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对武隆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

积极参与后坪乡红色美丽村庄建设，打造后坪坝苏维埃政府陈列

馆，编纂《后坪星火》红色书籍，拍摄后坪坝红色纪录片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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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肯定，认为武隆区对红色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取得实效，为助

推乡村振兴作出重要贡献。武隆区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与区广电

网络公司联合举办红色故事演播、编纂《武隆区委执政纪实》、

建立红色数字档案等工作都比较有特色。

徐塞声强调，党史工作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史部

门要把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首要的政治任务，

持之以恒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和党史工作重

要论述，不断提升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史

部门要在学史、讲史、知史、用史上发挥表率作用，为学习宣传

贯彻二十大精神做好服务工作。要结合党史工作实际，贯彻落实

好党的二十大精神，推动党史工作再上新台阶。

（武隆区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供稿）

“红二、红六军团会师的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武陵山区乡村振

兴”学术研讨会在重庆酉阳召开

2022 年 10月 27 日上午，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酉

阳县委联合主办，中共酉阳县委宣传部、中共酉阳县委党史研究

室、重庆酉阳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承办的“红二、红六军团会

师的历史价值与新时代武陵山区乡村振兴”学术研讨会在酉阳县

召开。来自北京、四川、贵州、福建等地的论文作者以及酉阳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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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部门代表参会。

本次研讨会是在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之际，中共重庆市委党

史研究室和中共酉阳县委为全面践行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的历史的重要论述精神及用好重庆红色

资源，助力乡村振兴的一项重大举措。本次研讨会收到来自北京、

四川、贵州、湖南、湖北、福建、江西、广东、辽宁、山西、宁

夏、甘肃、重庆等省市的高校、党校、科研院所、党史研究部门

及其他社会各界的专家、学者及红军将帅后代的论文 79 篇，入选

参会论文 28 篇。

研讨会上，中共酉阳县委书记祁美文致辞，国防大学罗海曦

作主旨发言，7 位论文作者代表交流发言。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

究室主任徐塞声在总结讲话中强调，要以本次研讨会为契机，贯

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各地实际，进一步做好党史工作；

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和长征精神重要论述作为深入推进红

二、红六军团会师研究的根本遵循，全面、科学、准确地挖掘和

阐释红二、红六军团的丰功伟绩和蕴含的崇高精神风范；要充分

发动和利用好全国研究资源，集各方之力共同把相关研究推向深

入；要把对红二、红六军团的研究与黔东革命根据地历史、湘鄂

川黔革命根据地历史、长征历史等结合起来开展研究；要把历史

研究与现实需求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党史资政育人的作用，讲好

党史故事，利用好红色资源助推乡村振兴；市委党史研究室要在

党史领域与各区县和专家学者开展更多合作，将党史研究和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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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人工作推向更高水平，为奋进新时代贡献更多党史力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供稿）

重庆市党史系统“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学决议、强

素质、展形象”党史微宣讲复赛成功举行

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领

会《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

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长效化，着力提升党史干部党史宣传宣

讲能力，展现党史工作者良好形象，自今年 3 月起，重庆市委党

史研究室在全市党史系统开展“喜迎二十大、建功新时代——学

决议、强素质、展形象”党史微宣讲比赛活动。

活动开展以来，各区县党史部门积极组织开展党史微宣讲活

动。经过各区县的初赛，共推荐出 39名选手进入片区复赛。2022

年 9 月 14 至 15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分四个片区举行复赛。复赛

中，选手们分别从党的历史和创新理论、伟大建党精神、坚定理

想信念、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等不同角度宣讲。经过激

烈角逐，来自北碚、万州等区县的 8 名选手脱颖而出，晋级决赛。

市委党史研究室将适时组织决赛。优秀选手的视频将在重庆党史

网、重庆党史微信公众号和学习强国重庆学习平台进行推送。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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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题片《不灭的星辰—杨闇公》摄制完成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重庆红色资源重要指示，

讴歌革命先烈的不朽精神和英雄事迹，近日，重庆市渝中区委党

史研究室摄制完成了党史专题片《不灭的星辰—杨闇公》。

杨闇公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入选 100 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

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四川党组织主要

创建人和大革命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四川革命运动统一领导机构

——中共重庆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一生为革命事业立下了不朽

功勋。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在深入挖掘历史、广泛收集史料的基

础上，策划拍摄《不灭的星辰——杨闇公》党史专题片。重庆市

委党史研究室大力支持专题片拍摄工作，对专题片文本进行了多

次审改，有关同志还参与了采访录制。

《不灭的星辰——杨闇公》片长 22 分钟，通过珍贵的历史镜

头、鲜活的影像画面，形象生动展现了杨闇公投身革命、创建中

共重庆地方组织、领导党团组织开展革命活动、推动反帝爱国运

动、组织发动泸顺起义及为革命事业壮烈牺牲等光辉事迹。

《不灭的星辰——杨闇公》党史专题片将有助于广大党员、

干部和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一步了解中共重庆地方组织的创

建历史及杨闇公的英雄事迹，激励全区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弘

扬革命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踔厉奋发、砥砺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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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建设渝中“四化”现代都市、打造“四区”首善之地做出

应有贡献。

（渝中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红军将领周吉可故居建成开放

9 月 30 日，重庆市合川区在太和镇亭子村周吉可故居举行

2022 年烈士纪念日活动暨周吉可故居开放仪式。市文化旅游委副

主任幸军与周吉可烈士外孙周萌共同为周吉可烈士塑像揭幕；周

吉可烈士外孙女周晓林发言，表达感恩之心、思念之情和传承之

意；区委副书记、区长姜雪松致辞；区委书记郑立伟宣布故居正

式开放。活动现场还奏唱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向烈士默

哀；少先队员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礼兵向烈士敬献

花篮，合川区四大班子主要领导、市文化旅游委副主任幸军整理

缎带。仪式结束后，全体人员参观周吉可故居，了解他光辉灿烂

的一生。

周吉可是重庆市合川区太和镇人，重庆走出的红军将领，为

了革命隐姓埋名，忠于理想，不怕牺牲。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十五军创建人之一，曾担任红十五军、红四军十师政治部主任，

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等职。1935 年长征过草地时牺牲，年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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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岁。他为革命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事迹，在全国主流媒体上均

有报道，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曾多次作深度报道。

周吉可烈士亲属代表，市文化旅游委相关领导，合川区四大

班子主要领导和相关区级领导，有关单位主要负责人，退役军人

代表、武警中队礼兵、少先队员、群众代表参加活动。

（合川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忠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电调研红色资源保护工作

近日，忠县县委副书记、县长李电前往双桂镇、三汇镇调研

考察中共忠梁垫工委暨中共忠县第七届县委机关旧址和罗广斌故

居时强调，要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红色资源，打造具有地方

特质的红色文化特色品牌，以“红色旅游+”推动多元业态融合发

展。

在三汇镇，李电听取了县史志研究室、三汇镇政府对中共忠

梁垫工委暨中共忠县第七届县委机关旧址和罗广斌故居相关情况

的汇报。他指出，中共忠梁垫工委暨中共忠县第七届县委机关旧

址和罗广斌故居是目前忠县革命遗址遗迹中保存较为完好的几处

红色资源之一，必须保护好、管理好、利用好这笔珍贵的资源。

他要求，县文化旅游委、双桂镇政府、三汇镇政府要多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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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集资金做好修缮保护工作，县史志研究室要做好相关史料收集

整理和指导工作。他强调，要着力把忠县红色资源打造成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基地，让这些基地成为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

（忠县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供稿）

《合川区大事记（2021）》编印发行

近日，由重庆市合川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主持编写的综合性资

料书《合川区大事记（2021）》编印发行。全书 26 万字，270余

张图片，内容丰富、材料翔实，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为编史修

志提供佐证资料。

该书的编纂具有三个突出特点。一是内容全面，重点突出。

全面、真实记录合川区 2021 年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

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所发生的重大事件，准确反映合川区政

治建设、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

建设所取得的成就及经验启示，积极展示合川区经济社会发展取

得的重大成就。二是编写规范，导向明确。全书采用编年体为主、

纪事本末体为辅的体例，严格遵循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简明扼

要、一事一条的编写原则，以时间为序逐条记载，准确反映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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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时间、地点、人物、主要情况、结果等。同时，严格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把好全书内容的政治关、导向关、史实关。三

是来源可靠，程序完善。编纂所用的主要资料由各部门、各单位、

各镇街提供，并经供稿单位负责人审核。同时，编辑部通过广泛

收集整理相关文件及网络报刊资料，统筹编纂全书。初稿形成后，

征求各镇街、各部门、有关单位的意见建议，修改完善后，报经

区委审定、区新闻出版局审核后编印成书。

（合川区委史志研究中心供稿）

城口县档案馆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活动

为更好地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10 月 26 日，共青

团城口县委、城口县少先队工作委员会、城口县档案馆走进城口

县红军小学，与学校 320 余名师生共同开展“红色文化进校园”

宣讲活动。

活动中，城口县档案馆向城口红军小学赠送红色文化读物《血

沃巴山》60 本，引导学生开展自主阅读，在书籍中了解红色故事、

革命故事、英雄故事，鼓励孩子们以书信形式分享阅读感悟，引

导他们做一名热爱党、热爱祖国的好少年，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城口县档案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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