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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指引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新华社北京6月26日电 在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
政治局 6 月 25 日下午就用好红色资
源、赓续红色血脉进行第三十一次集
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
持学习时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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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血脉是中国共产党
政治本色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
共产党人的精神力量源泉。回望过往
历程，眺望前方征途，我们必须始终
赓续红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
大成就鼓舞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
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
力量，用党的历史经验和实践创造启
迪智慧、砥砺品格，继往开来，开拓
前进，把革命先烈流血牺牲打下的红
色江山守护好、建设好，努力创造不
负革命先辈期望、无愧于历史和人民
的新业绩。

这次集体学习是中央政治局带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一项重要安排，
采取参观和讨论相结合的形式进行。

25日下午，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
局同志来到北大红楼，参观“光辉伟
业 红色序章——北大红楼与中国共
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展”，重温
李大钊、陈独秀等开展革命活动、推
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酝酿
和筹建中国共产党等革命历史。展厅
内，一张张图片、一件件文物，全面
展现了那个时期的光辉历史。习近平
不时停下脚步，询问相关细节。他指
出，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
运动的策源地，最早在我国传播马克
思主义思想，也是我们党在北京早期
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地，在建党过程
中具有重要地位。要加强红色资源保
护和利用，尊重历史事实，准确评价
历史，正确学史用史。

丰泽园毛泽东同志故居，是毛泽
东同志从 1949年 9月 21日开始工作和
生活了 17年的地方。毛泽东同志在这
里筹划了新中国建立和建设的一系列
大政方略。习近平带领中央政治局同
志来到这里参观瞻仰，察看颐年堂大
厅现场展陈，观看毛泽东同志在丰泽
园工作生活的影像短片，回顾毛泽东
同志在这里主持召开的重要会议、作
出的重大决策、会见的重要外宾，参
观毛泽东同志办公区、会议室和藏书
室，仔细察看毛泽东同志批改过的重
要文件、阅读过的书籍、穿过的衣
物、使用过的日常用品和书信、手
稿、照片等，追忆毛泽东同志的卓越
功勋和崇高风范。习近平强调，北大
红楼和丰泽园在党的历史上都具有标

志性意义，生动诠释了中国共产党是怎么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么来
的，给我们上了一堂鲜活而又生动的党史课。

参观结束后，习近平等回到中南海怀仁堂，围绕主题进一步开展学
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国 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
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
红色血脉代代相传。每一个历史事件、每一位革命英雄、每一种革命精
神、每一件革命文物，都代表着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取得的重大成
就，展现了我们党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汇聚成我们
党的红色血脉。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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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经中
共中央批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将于6月29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首
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
话。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
以朴素、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以

红色、金色、白色为主色调，使用
冷压成型、花丝镶嵌、彩丝织锦等
工艺制作。章体采用党徽、五角
星、旗帜、丰碑与光芒、向日葵、
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元素。有别
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章的
金属章链，“七一勋章”使用织物绶
带，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
素。寓意在党的阳光沐浴下，勋章

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全意为人民
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
前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
对颁授仪式进行现场直播，人民
网、央视网、中国网等中央重点新
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社
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
平台同步转播。

““七一勋章七一勋章””颁授仪式颁授仪式2929日举行日举行
习近平将首次颁授习近平将首次颁授““七一勋章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并发表重要讲话

本报讯（记者袁铮）今年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七一”前夕，6月
25日，市委书记王景武在市区走访慰问
烈士家属、老党员、老干部，感谢他们
及家人为党的事业作出的贡献，为他们
送去党的关怀和组织的温暖。市委常委
赵学明一同慰问。

王景武首先来到华西小区，慰问烈
士家属姜连祥。姜连祥的父亲姜华轩
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沧南抗战
中心校长、渤海四区敌工部助理，1944
年在抗日战争中英勇就义。王景武说，

我们的美好生活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换
来的，党和人民永远铭记他们的历史功
勋。他叮嘱有关部门一定贯彻落实好各
项优抚政策，关心关爱烈士家属，解决
好他们的实际困难，让他们过上更加幸
福的生活。

随后，王景武来到居安小区，走进
老党员谢清洁的家中。今年 82岁的谢
清洁是首届“沧州好人”典型代表之
一，曾荣登“中国好人榜”。多年来，
她为失学儿童、困难户、洪涝灾害等捐
款 1200余次，共计 90多万元。王景武

仔细聆听谢清洁的先进事迹，被她的善
心义举所感动，鼓励她继续发扬“沧州
好人”精神，带动更多人参与社会公益
事业。他要求各级各有关部门大力弘扬
先进模范事迹，发挥典型带动作用，营
造帮助他人、温暖社会的浓厚氛围，同
时给予好人群体更多关注，为他们投身
公益事业提供更多支持。

离休老干部黎宗旺家住孔雀城小
区，他 195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生
奉献党的教育事业。王景武亲切询问他
的生活起居、健康状况，叮嘱他保重身

体，并鼓励他多为沧州教育事业出谋划
策，促进全市教育事业高质量跨越式发
展。王景武说，一百年来，党团结带领
人民在艰难困苦中开拓奋进、开天辟
地、改天换地，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发展
奇迹，书写了彪炳史册的壮丽篇章。成
绩的取得，离不开一代又一代奋战在各
行各业共产党人的付出和贡献。全市广
大党员干部要接好老党员、老干部的

“接力棒”，努力工作、奋发有为，在各
自岗位上再立新功，凝心聚力开创沧州
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

王景武王景武““七一七一””前夕走访慰问烈士家属前夕走访慰问烈士家属、、老党员老党员、、老干部老干部

本报讯（记者孙健） 日前，中国
老区建设促进会在京举行《全国革命
老区县发展史》丛书出版座谈会，沧
州市老促会因圆满完成《全国革命老
区县发展史丛书·河北·沧州卷》编纂
任务，受到表彰，并现场作典型发言。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扬
红色资源优势，深入进行党史、军
史、老区革命史优良传统教育，把
红色基因代代传下去”的重要指
示，中国老促会于 2017 年向全国

1599 个革命老区县 （市、区、旗）
发出倡议，每地撰写一册以当地有
党组织活动到建党百年为历史跨度
的《革命老区县发展史》。

沧州革命历史积淀厚重，红色基
因薪火相传，所辖的 14个县（市）均
为革命老区县，在党领导的长期革命
斗争中涌现出众多永载史册的革命英
模，在全国首批百位抗日英烈和英雄
群体名录中有 12人入选，还留下了朱
德、贺龙、肖华等共和国将帅当年战

斗的身影。4年来，市老促会在省老促
会的有力指导和市委、市政府的大力
支持下，及时搞好组织协调，主动
破解难题，全力推动工作落实，县
（市） 老促会勇于担当、主动作为，
全市近百名编纂人员不辞辛劳、甘
于奉献，经过全市上下共同努力，
保证了丛书编纂政治方向不偏离、
史实资料不失真、主要内容不缺
项、章节结构不失衡、“质量第一”
不动摇。

《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丛书·河
北·沧州卷》全卷共 14册、300万字，
记载了沧州从第一个党支部诞生迄今
百年来，沧州老区人民在党的正确领
导下，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
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新时期和党
的十八大以来，所创造的光辉革命
史、伟大创业史、辉煌成就史，是一
部生动的地方党史教材。

“丛书的出版，书写了百年来沧
州老区人民听党话、跟党走，砥砺
前行的光辉历程，也完成了‘为老
区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讴歌、
为发展聚力’的光荣政治任务。”沧州
市老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当前他
们正着力推动丛书进机关、进学校、
进企业、进社区等活动，为党史学习
教育提供鲜活生动的教材。

高质量完成高质量完成《《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全国革命老区县发展史··沧州卷沧州卷》》编纂出版任务编纂出版任务

沧州市老促会获中国老促会表彰沧州市老促会获中国老促会表彰

剪纸课堂走进剪纸课堂走进社区社区
传承弘扬传统传承弘扬传统艺艺术术

近日，运河区水月寺办事处
北门社区开展“剪纸课堂进社区
传承弘扬传统艺术”活动，邀请
剪 纸 爱 好 者 马 建 新 来 到 社 区 ，
教孩子们如何折纸、剪纸，让
孩 子 们 感 受 剪 纸艺术的独特魅
力，体验艺术创造带来的乐趣。

魏志广 王莲莲 摄

本报讯（记者尹超） 雨后的运河，
岸边碧草如织，南川楼片区一片沸腾。
6月 27日，大运河畔南川楼、朗吟楼主
体封顶，狮城又增添两处新的地标建筑，
大运河畔将重现清风楼、朗吟楼、南川楼
三楼鼎足的壮丽风采，独有的历史文化融

入运河风景，令人期待。
南川楼和朗吟楼是历史上矗立在我

市大运河畔的两座名楼，市大运河办、
大运河集团在收集了翔实的历史文献资
料后，实施二楼风貌复现，建成后结合
运营，将植入现代商贸、文化交流等功

能，进一步提升城市服务水平。
新建的南川楼及朗吟楼均为明代建

筑风格，共四层，地下一层，地上三
层。南川楼位于南川楼村南端、无线电
二厂东南侧，楼高31.8米，总建筑面积
约 5400平方米，地上约 3500平方米，

地下约 1900 平方米。首层四出抱厦，
折转八角，二层探歇山平座，三层环廊
用重檐四角攒尖，升贡鎏金宝顶；朗吟
楼位于南川楼村北端，楼高31.7米，总
建筑面积约 3400平方米，地上约 1400
平方米，地下约2000平方米。

在市委、市政府坚强领导下，市大
运河办、大运河集团历时53个日夜，昼
夜施工，终于迎来“两楼”封顶。未来，
这两座楼将与千尺古街等共同构成沧州市
中心充满文化底蕴的商业街区，成为我市
节庆、文化活动的重要举办地。

南川楼朗吟楼昨日封顶南川楼朗吟楼昨日封顶
三楼鼎足风采即将重现三楼鼎足风采即将重现

本报讯（孙健 王桂花 宋悦 史得
江）日前，海兴县 1966年入党的党员
任以友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一份由
县委组织部精心准备的“历史记忆大礼
包”，里面包含他入党时的申请书、志
愿书、外调材料、自身情况说明等复印
件，同时还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入党誓词
式样、党章式样、党员徽章等物件。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之际，
为进一步激励全体党员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立足自身实际把党的历史学
习好、总结好，把党的宝贵经验传承
好、发扬好，海兴县为部分党龄 50年
以上的老党员送上“历史记忆大礼
包”。海兴县委组织部联合各党委对全
县老党员的党员档案进行抢救性查找
补充。由于年代久远、单位撤并、人
员更迭等原因，部分档案出现遗失、
破损等问题，对此，相关工作人员对
档案抢救做到“三补三修”，确保“三

不变”。“三补”即补缺损、补遗失、
补破旧；“三修”即修错误、修残缺、
修问题；“三不变”即确保做到让老党
员的入党材料整体历史资料不变、初
心使命不变、入党实质不变。

为表达对老党员的关心和爱护，

海兴县将每名老党员的档案资料尤其
是入党申请书和入党志愿书复印、装
裱，再送到老党员手中。一张张入党
申请书或志愿书虽然只有寥寥数百
字，而且历经岁月的沧桑，有的字迹
斑驳，有的残破不全，但是老党员那
一颗颗向党之心跃然纸上。

“赠送这份特殊‘礼物’，旨在加
强党内关怀关爱，希望用这种行动感
染每一位党员，增强责任感、使命感
和荣誉感，激发党组织的向心力、凝
聚力、战斗力。”海兴县委组织部相关
负责人说。

海兴为老党员送海兴为老党员送““历史记忆大礼包历史记忆大礼包””
包含入党时相关材料复印件包含入党时相关材料复印件，，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激励党员践行初心使命

清晨 5点多，在青县陈嘴乡董
圈村马文新家的葡萄地里，除了老
两口忙碌的身影，还有村党支部委
员张秀佩。“老两口年纪大了，还
得帮着儿女照看孩子，这两天给我
打来求助电话，希望能帮着他们疏
果。”张秀佩说，这几天她都是先
帮着马文新家疏果，再到自家葡萄
地里忙活。

董圈村种植葡萄有着40多年的
传统。目前，全村70多户基本都种
植了葡萄，种植面积达 500余亩。
这几年，在村“两委”的统筹下，
村里还尝试种植了30多亩的温室大
棚葡萄，并连续举办了 5届葡萄采
摘节。但随着葡萄种植产业的发展
壮大，有些人口少或者是种植面积
大的农户，在管理过程中遇到了瓶
颈，经常忙不过来。

张秀佩是一名有着十多年党龄
的党员，看到大家的实际需求，她
就想能不能组织懂技术的姐妹们成
立一支服务队，谁家忙不过来或者
是需要技术支持，她们免费搞服务。

凭借着好人缘，张秀佩很快组
建起一支“巾帼服务队”，目前已
由成立时的7人发展到15人。“我还
专门通过微信建起了‘服务群’，谁
家需要帮助，在群里及时发送信
息，大家一呼百应。”张秀佩说。

村民时金中身体残疾，妻子还
患有疾病，家里种植了 8亩葡萄，
以前一到葡萄管理的关键时期就
犯难。“现在每到需要疏果、修剪
的时节，这支队伍准时出现在我
家的葡萄园，我家葡萄丰收，有
着她们一多半的功劳。”时金中感
激地说。

随着这支队伍名气的扩大，很
多周边乡镇的村民慕名前来寻求
帮助。曹寺乡张广王村曾在这里
引进过葡萄苗，但因为管理不到
位等原因，葡萄长势一般。“他们
当时联系我，希望我们能去现场
指导，短短几天时间，我们手把
手地教，他们很快掌握了相关技
术。”张秀佩说，当年张广王的葡
萄喜获丰收，她们也特别激动。

如今，张秀佩的手机成了热
线，谁家的葡萄地里需要帮助，总
是会第一个想到她。即便每天四处
奔波，可张秀佩乐在其中。她说：

“能够为老百姓办点实事，才更体
现一名党员的价值。”

一名党员带起一支一名党员带起一支““巾帼服务队巾帼服务队””
本报记者 孙 健 本报通讯员 边贵成 张孟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