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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条，找中国新报

China new newspaper

【中国新报】年末岁尾，安徽金寨干部学院（金

寨县委党校）喜讯不断、捷报频频：学院一名负责同

志与他人共同撰写的《鄂豫皖三大起义中政治工作的

历史经验》一文在中文核心拓展期刊《军事历史》上

发表；自己撰写的《让大别山精神焕发时代光彩》一

文在《安徽日报（理论版）》上发表；撰写的论文《牢

记殷殷重托 传承红色基因 --- 老区金寨传承红色基因

工作的现状和思考》荣获“‘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

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一届中国乡村小岗博士论坛 ”一

等奖；学院和金寨县委史志室共同编著的《将军县的

红色之源》《将军县的红色纪事》等红色书籍由国家

行政学院出版社出版发行 ......

问渠哪得清如许？唯有源头活水来。安徽金寨干

部学院能够呈现出这种良好的发展态势、喜人的工作

局面，与其高度重视红研（红色文化与大别山精神研究）

科研工作、倾力打造红色文化品牌、积极创新方式方法、

不断夯实发展基础息息相关、密切相连。

突出“红”，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大力宣传红色金寨。

金寨县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

源地，红色历史灿烂辉煌、红色资源积淀深厚、红色

基因丰富多彩。2016 年 4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金

寨调研指导工作时，满怀深情地说：“一寸山河一寸血，

一抔热土一抔魂。回想过去的烽火岁月，金寨人民以

大无畏的牺牲精神，为中国革命事业建立了彪炳史册

的功勋，我们要沿着革命前辈的足迹继续前行，把红

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可以说，安徽金寨干部学

院是“因红而生”。红研立院、科研兴院既是学院的

正确选择，也是学院的成功之道。

几年来，学院精心组织广大教师深入研究金寨红

色历史、积极开发丰富红色资源，踔力撰写有关金寨

红色历史、红色人物、红色故事、红色精神文章，大

力宣传、积极推介红色金寨，不断提高金寨知名度、

扩大金寨影响力。2022 年 1--11 月，全院教师在《人

民政协报》《中国国防报》《光明日报》《学习时报》

《中华魂》《铁军纵横》《人物传记》《党史纵览》

等几十种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宣传红色金寨的各类

文章 120 余篇。

 塑造“特”，认真研究红色历史、积极编纂红色

读物。为充分彰显金寨特色、大力弘扬老区传统，金

寨干部学院集中精干人员持续不断地编纂红色书籍、

教辅材料，科学系统地向外推介金寨。2022 年和金寨

县委史志室共同编纂出版了《将军县的红色故事》《将

军县的脱贫攻坚》等 5 本教辅读物，受到了众多媒体

的广泛宣传。

 围绕“新”，用足用活红色资源，着力推出优质

课程。2022 年春，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学

习教育中，学院组织教师从金寨、皖西乃至大别山区

的红色历史中，广泛搜集相关素材、红色故事，着力

打造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新课程。一年来，新开发老

红军李开文故居现场教学点1个，提升斑竹园朱氏祠（红

32 师成立旧址）现场教学点 1 个，开发实景党课 2 个、

激情党课 1 个，拍摄微党课 5 个。其中，《赤色邮路》《红

歌嘹亮颂英雄》等红色微党课被评优秀作品并在安徽

先锋网上展播；选送的《弘扬革命文化 坚定文化自信》

红色专题课在全市党校系统教学比赛中获一等奖。

着眼“活”，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努力提升宣讲效果。

采取灵活多样、丰富多彩的方式方法，积极拓展

红色宣讲的范围、切实增强红色宣讲的效果，着力提

升红色宣讲工作的吸引力、影响力、感染力、生命力。

在宣讲内容上，注重多样性，努力满足不同群体、不

同班级的学习需求，有的以史为主，有的以人为主，

有的以论为主，有的史论结合。在宣传方式上，注重

故事性，努力用娓娓动听的语言讲述感人肺腑的故事，

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受教育、获启迪，以此达到“润

物细无声”“无声胜有声”的效果。在宣讲方法上，

注重灵活性。比如，以红色经典歌曲为主线讲述丰富

多彩的大别山革命历史，通过一支支经典红歌把一个

个曲折生动的红色故事“串联”起来，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让人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同时，积极采用

微党课、短视频、网上直播等多种多样的方式方法，

着力提升红色宣讲的效果。2022 年 7 月 19 日，学院一

名负责同志应邀到安徽文博讲坛宣讲鄂豫皖红色历史

和大别山精神，新华网进行全程现场直播，听众达 39.5

万人。2022 年 1--11 月，学院教师共赴合肥市逍遥津

街道、皖西学院、团市委、县供电公司、县人民法院、

金寨技师学院、南溪镇、麻埠镇、槐树湾乡等单位开

展红色宣讲近 200 场（次），直接受众 2 万余人。

立足“准”，针对老区金寨实际，着力推出研究课题。

为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金寨的重要讲话精

神，精准选择研究课题、积极开发利用积淀深厚的红

色文化资源，金寨干部学院与安徽省哲学社会科学规

划办公室进行合作，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每年

均通过省社科平台发布一定数量的金寨发展亟需研究、

老区发展应该深入研究的红色文化研究课题，吸引省

内外专家、学者为老区发展献计献策。2022 年发布研

究课题 8 个。同时，积极组织教师参与申报各类研究

课题。2022 年，参与申报获批国家社科研究课题 1 个、

国家部委研究课题1个，实现了国家级课题“零”的突破；

申报获批省级党校系统研究课题 3 个、市级研究课题 7

个，层次得到了提升、数量得到了增加。当年完成结

项课题 7 个。

 紧盯“实”，充分发挥职能作用，认真开展咨政

调研。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校（行政学院）工作

条例》，精心组织教师深入农村社区、田间地头，摸

实情、听真言，积极开展调研咨政工作，撰写了一批

有情况、有分析、有建议的调研文章和咨政报告。2022

年 1--11 月，全院有近 20 篇咨政报告受到市县主要领

导的肯定性批示，其中题为《充分利用淠史杭资源 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的咨政报告受到市委书记的亲自批

示、得到较好的落实；题为《创建一流营商环境的短

板和策略》的咨政文章在《祖国》《决策》和《安徽

省情》上发表。

追求“高”，积极撰写学术论文，不断夯实发展

基础。立足老区实际、瞄准高质量发展要求，充分发

挥广大教师的聪明才智，组织教师精心撰写学术论文，

努力为全县、全市乃至全省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献智出力。2022 年 1--11 月，

全院教师在各级各类公开发行的报刊上发表理论文章、

学术论文 40 余篇，其中，《新时代坚持统一战线的重

要意义、基本原则与路径选择 ---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

届六中全会精神》一文在中文核心拓展期刊《中共南

昌市委党校学报》上发表；《新形势下城乡融合式发

展的实现路径研究》《新时代社会治理的内涵、原则

与路径研究》等8篇文章学术论文分别在黄冈师范学院、

陕西行政学院、黑龙江工业学院、安徽理工大学等大

学《学报》上发表。

 瞄准“联”，扎实做好对外合作，倾力实现“借

船出海”。2022 年，金寨干部学院与安徽大学续签了

共建“安徽红色文化研究中心”协议，合作创办了《“思

义”学术沙龙》（已办 4 期）；与皖西学院开展了多

项实质性的合作，共同发起了“纪念洪学智将军诞辰

110 周年征文”活动；与全国 12 家革命老区干部学院

签订了“全国革命老区干部学院联盟”协议，积极融

入共同发展、融合发展的时代“大潮”之中。   

 2022 年，金寨干部学院有 4 名同志分别在全市新

时代文明实践讲解员大赛、共青团系统党的二十大精

神微宣讲竞赛、“奋进新征程 喜迎二十大”故事荟大

赛中获一等奖、二等奖；1 名同志被评为全市“优秀青

年宣讲员”、1 名同志被评为全省“社科普及工作先进

个人”。18 名（次）同志通过“以文参会”方式分别

应邀参加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七研究部等

单位主办的“第二届红色文化论坛暨大别山精神研讨

会”、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等单位主办的“南

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胜利暨新四军组建 85 周年理论研

讨会”、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等单位主办的“新赶考 

新答卷 ---- 第三届香山革命精神与历史文化理论研

讨会”等 7 场（次）理论研讨活动；4 名（次）同志分

别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安徽元素理论研讨会”“我

心中的大别山革命精神理论研讨会”“第十二届江苏

省 MPA 论坛暨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研究生论坛”等

会议上作研讨发言。《我心中的大别山精神》《浅谈

新四军四支队的光辉历史和突出贡献》《大数据驱动

养老服务供给机制》等 15 篇论文分别被收入相关研讨

会《论文集》，其中9篇论文分别获特等奖和一二三等奖。

( 胡遵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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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庐江：
水电气“一口”接

2022 年 12 月 8 日，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
工作人员在一个窗口为市民办理水、电、气过户所有手续。

【中国新报】庐江县自然资源局不动产中心与

该县数据资源局联手，以“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为原则，优化联动关联事项运行流程，在不动产转

移登记过程中确保水、电、气过户一个口子办理。

这项工作自今年 7 月开展以来，目前已有 600 多户

用户零材料“无感”化办理了过户手续。  

（巢志斌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