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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对重庆党史工作作出批示
●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姚红赴城口、巫溪、云阳调研指导工作

【区县动态】

●城口县举行纪念红军挥师城口 90周年活动
●周吉可故居等十九处党史纪念场馆入选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育

基地
●巴南区、丰都县联合开展党史学习交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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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室动态】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姜辉对重庆党史工作作出批示

近日，市委党史研究室资政刊物《史鉴》连续三期刊载有关

重庆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的调研报告引起了市委宣传部领导的高度

重视。市委宣传部根据三期《史鉴》内容形成了关于深化市委党

史研究室《史鉴》成果运用的建议并报市领导。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姜辉对此作出批示，要求进一步加强全市红色革命历史研

究、文物资源保护和革命文化传承弘扬。

主题教育期间，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用好重庆红色

资源重要指示精神，市委党史研究室成立课题组在全市范围内集

中开展了重庆红岩英烈革命遗址遗迹和中共中央西南局红色资源

调研工作，形成了《重庆红岩英烈革命遗址遗迹调查与研究报告》

和《关于解放初期中共中央西南局红色资源挖掘与保护利用的调

研报告》两篇成果，同时采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课题组撰写的

《重庆不可移动红色革命文物的保护利用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

及其对策建议》一文，以《史鉴》方式呈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市领导参阅，分送市级相关部门、区县有关单位参考。

三期《史鉴》针对全面加强红岩英烈革命遗址遗迹保护利用、

开展原中共中央西南局红色资源专项普查、加强 1949 年后有关红

色革命文物（含三线建设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等提出了合理化

意见建议，得到市委领导和市委宣传部的充分肯定和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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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要求市级有关部门做好调研成果转化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一处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专题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在前期召开干部职工会议及时传达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及市

委常委会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基础上，10 月 20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就

习近平文化思想进行专题学习。室主任姚红主持会议并讲话。室

领导徐光煦、周廷勇交流学习体会。

会议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摆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位置，作出一系列重大

决策部署，推动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

形态领域形势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

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为做好新时代宣传思想文

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根本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全市党史部门要进一步坚定历史自信、坚定文化自信，准确把握

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和“七

个着力”的科学内涵，深化对文化建设的规律性认识，充分发挥

重庆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优势，在推动文化强市建设、开创文化

繁荣发展新局面中展现新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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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作为当前和今

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切实抓紧抓实抓好。一要强化政治

担当，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领会精神实质、准确把握

核心要义，在“七个着力”上下功夫，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

统一。二要持续强化理论武装，加强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体系化

学习、学理化研究、系统性阐释，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落实。

三要深化党史研究，推动革命文化与当代文化有机结合，积极服

务长江、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推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四要巩固壮大主流思想舆论，加

强党史正面宣传引导，有效维护党史领域意识形态安全。五要做

好新时代红岩精神传承弘扬，提升城乡居民的人文素养，积极培

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人的全面进步和社会全面进步，为

现代化新重庆建设凝聚正能量。

（市委党史研究室机关党委供稿）

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姚红

赴城口、巫溪、云阳调研指导工作

10 月 23 日至 27 日，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姚红带领室机关相

关处室同志赴城口县、巫溪县、云阳县调研指导工作。姚红主任

一行先后深入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巫溪奉大巫首发起义

纪念园、红三军巫溪历史陈列馆、扎鹿盘战斗旧址、彭咏梧纪念

馆、红狮镇咏梧社区红色美丽村庄等地调研，看望慰问三地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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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并分别召开座谈会。

姚红指出，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

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党史部门肩负着为党传经布道、编修红色

家谱的神圣职责和使命，要立足职能职责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红色资源，深入挖掘革命文物的思想内涵和时代价值，广泛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引导党员干部和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

色血脉。一是旗帜鲜明讲政治，党史工作是一项党性极强的工作，

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业务与政治的关系，坚持以党的三个历史

决议和党中央有关精神为准绳，用正确的政治观点开展党史研究

和宣传。二是坚持实事求是，以实事求是标准对党史进行概括和

评述，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在历史事件、人物的评价上不

得夸大、拔高或矮化。三是用党史育新人，加强党史成果转化，

不断拓展党史宣传教育平台载体形式，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立德

树人，不辱使命。

城口、巫溪、云阳三地分管党史工作的县委领导，党史部门

以及有关街镇负责同志一同参加调研。调研期间，姚红与城口县

委、巫溪县委、云阳县委有关负责同志交流了相关工作。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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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县动态】

城口县举行纪念红军挥师城口 90周年活动

10 月 23 日至 24 日，城口县举行纪念红军挥师城口 90 周年

活动。开国将军向守志之子向孝民少将、开国将军李中权之子李

洋等 9 名红军亲属代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老促会会长

夏祖相，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姚红等市级部门领导，四川省和陕

西省相关市县领导和宣传、文化、旅游部门负责同志，相关专家

学者，城口县委书记张继军等出席活动。

活动分为“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发展联盟’启动仪

式”、红军挥师城口 90周年座谈会、瞻仰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

碑等环节。在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发展联盟”启动仪式

上，发布了《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发展联盟”城口宣言》，

现场签订《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发展联盟战略合作协议》，

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文旅走廊发展联盟正式成立。启动仪式上发布

了川陕革命老区红色旅游精品线路。座谈会以“赓续红色血脉 谱

写时代华章”为主题，聚焦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与融合发展，助推

革命老区振兴发展。

活动中，与会领导和嘉宾还前往城口县苏维埃政权纪念公园

拜谒了革命先烈、敬献了花篮，聆听了红军解放城口的革命历

史。

（城口县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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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吉可故居等十九处党史纪念场馆

入选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

近日，重庆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命名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

育基地的通知》渝府发〔2023〕19 号，周吉可故居等 45 个单位

（场所）被命名为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此次公布的第二

批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中，除周吉可故居外，还有重庆“三·三

一”惨案死难志士群葬墓地、杨尚昆旧居和陵园、云阳县彭咏梧

纪念馆、万涛故居、王良故居、巫山县李季达陈列馆等十八处党

史纪念场馆。

周吉可，合川区太和镇人，192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重庆

走出去的十位红军将领之一，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创建人

之一，先后担任红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秘书长

等职。曾在上海开展党的地下工作，参与领导开辟蕲（春）黄（梅）

广（济）革命根据地，参加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4 次反“围剿”斗争，

参加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创建。1935 年 3 月参加红四方面军长征，

同年秋牺牲于川西长征途中，年仅 29岁。周吉可故居位于合川区

太和镇亭子村 2 社董家湾，是周吉可的出生地和成长地。2022 年

7 月，市政府公布周吉可故居为重庆市文物保护单位（革命文物

类）。同年 9 月底，修缮布展后的周吉可故居建成开放。

（市委党史研究室宣教处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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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南区、丰都县党史部门联合开展党史学习交流活动

10 月 25 日，巴南区委党史研究室赴丰都与丰都县委党史研

究室开展党史学习交流活动并召开座谈会。

座谈会上，两地党史部门分享了近年来党史研究成果，互赠

党史书籍，并就党史基本著作编撰、党史宣讲、党史陈列馆建设

以及党史对口协作等工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活动期间，两地党史部门还到丰都革命烈士纪念馆和双桂山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调研。

（丰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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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 电话：023—63898542 邮箱：xjc8542@163.com

mailto:xjc8542@163.com

	周吉可故居等十九处党史纪念场馆
	入选第二批重庆市国防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