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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溪县福田乡丰都
村，沿街部分裸房换上新
装，整齐靓丽的红砖白墙，
为村庄沿线环境增色不
少，“平改坡”改造，为屋顶
戴上“新帽”。

据了解，2021年以来，
安溪县各乡镇立足自身实
际，持续开展环境卫生大
排查、大整治行动，力促辖
区环境大提质：凤城镇累

计实施老旧小区改造 30
个，重点改造外立面安全
隐患、雨污分离、小区照
明、安防消防、道路、停车
位等基础设施；湖头镇做
好公路改建、污水处理、中
小学校舍建设、虾米出行
共享单车等民生工程建
设。

不仅在改善人居环境
上发力，安溪县各部门还

不断强化便民举措，拓宽
服务维度。县行政服务中
心管委会推行“一件事”集
成服务套餐，推行项目“妈
妈式”代办服务，开发电子
收费“一码扫”系统，设立

“乡镇便民服务专窗”。
“党史学习教育的目

的不只在于增强理论认
知，也在于传承伟大精神，
需要党员干部将学党史与

为民办实事结合起来，真
正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
走实。”安溪县广大干部群
众纷纷表示，要持续加强
党史学习教育，从党史中
汲取智慧和力量，凝聚加
快建设“四个安溪”强大力
量，以担当实干砥砺奋进
开新局，以优异成绩庆祝
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
年。

安溪：线上线下学党史 多措并举办实事
创新“十个百”红色套餐、“村村响”广播等渠道，全方位掀起党史学习教育热潮，并把

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成便民、利民、惠民的实践行动，取得诸多成效

N海都记者 董加固 通讯员 张锦川

创新“十个百”红色套餐、“村村响”广播、“大妈讲
堂”、“指尖课堂”、“VR风景课堂”、“红色电影下乡”、
徒步“长征路”……安溪县线上线下齐发力，线上开启
党史学习新模式，线下实现学习教育全覆盖，掀起党
史学习教育热潮，用接地气、冒热气、聚人气的方式，
在短时间里起到学习理论、武装头脑的作用。

学思践悟，知行合一！安溪不单停留在“学”的层
面上，还把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便民、利民、
惠民的实践行动。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取得
实效，办实一件件好事，办好一件件实事，不断增强全
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扫一扫二维码，不用下
载，就可以在手机里听书，不
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学习党
史知识真是越来越方便！”为
进一步丰富基层党组织学党
史的渠道，安溪县凤城镇东

北社区依托“党建+互联网”
模式，搭建“智慧党建有声图
书馆”，让当地党员群众的党
史学习变为“有声有色”的视
听式、沉浸式教育，更加“声”
动有趣。

记者了解到，围绕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和党史
学习教育主题，安溪县创新
宣传宣讲，用活红色资源，推
出“百村巡演颂党史”“百处
遗迹忆党史”“百篇家书述党
史”“百点联播听党史”“百场
宣讲道党史”“百人合唱赞党
史”“百名画家绘党史”“百页
手稿映党史”“百则报道说党
史”“百项实事耀党史”等党
史教育“十个百”系列主题活
动。讴歌党的光辉历程和发
展成就，让党史知识接地气、
入人心。

“啊！延安……”抗战名

曲《延安颂》至今仍传唱不衰，
词作者来自安溪红色才女莫
耶。安溪以莫耶的成长故事为
底本，创作排演革命题材高甲
戏《莫耶·延安颂》，作为全县党
员群众党史学习教育的“特色
课件”，开展百场主题巡演。

安溪县委党史学习教育
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说，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安
溪充分挖掘利用本地红色资
源，以遍布全县的 128 处革
命遗址为课堂，以清溪讲坛、
县融媒体中心、农民讲师团
等为媒介，深学党的历史、讲
好红色故事。

在蓝田乡等乡镇，每
天早上、中午、晚上，各村
的“村村响”准时开播，开
辟了村民学习党史的新
渠道。拥有 35 年党龄的
蓝田村老党员徐水中在
听到广播时深有感触：

“通过村里的党史小广
播，群众在春耕干农活时
也可以了解到党的历史，
有时还可以跟着广播一
起唱革命歌曲，大家都为

这个做法点赞。”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在凤城镇吾
都村的祖祠里，吾都村“大
妈讲堂”小分队负责人梁
秀凤，指挥村里老年学校
的老人们齐声合唱红色经
典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
有新中国》。除了唱红歌，

“大妈讲堂”小分队成员们
还表演红色歌曲广场舞，
向村民们演绎党史故事。线上：“指尖课堂”“声”动有趣

线上党史学习的主要受
众是习惯用手机的年轻人和
中年人，而线下党史学习则为
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了便利，
打通党史学习“最后一公里”。

戴上 VR 眼镜，自由操
控着手柄，交互控制前行方
向，身临其境般走进江西井
冈山、龙岩长汀、古田会议
会址等著名红色场馆，穿越
时空，重温井冈山精神、苏
区精神……今年 4 月，记者
在数字福建（安溪）产业园

VR/AR 党性教育基地看
到，许多家长带着孩子前来
体验 VR 党史学习，感受不
一样的“初心之旅”。

“VR/AR这一新技术的
运用，让党史学习教育变成了
一堂有‘风景’的课堂，学习党
史也更有趣更生动了。”数字福
建（安溪）产业园管委会副主任
李灿荣告诉记者，目前已有
6000多名党员来到这里身临
其境学习党史，追忆革命峥嵘
岁月，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线下：戴上VR眼镜 来趟“初心之旅”

“十个百”红色套餐 锤炼党性修养

“村村响”话党史“大妈讲堂”入心坎

屋顶戴“新帽”“妈妈式”代办服务

云岭茶庄园生态茶园（刘榕钦/摄）

凤城镇蓝湖社区创新“民声树+民情茶室”服务
形式，推动解决一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事项

（安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革命题材高甲戏《莫耶·延安颂》安溪首演
（安溪县委宣传部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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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海都记者了
解到，安溪不单单停留在

“学”的层面上，还把党史
学习教育同解决群众普遍
关心关注的“急难愁盼”问
题结合起来，同正在开展
的“再学习、再调研、再落
实”活动相结合，把党史学
习教育成果切实转化为便
民、利民、惠民的实践行
动，不断增强老百姓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
推动“我为群众办实事”活

动取得实效——
向第三方购买服务，

协助 100个村居开展居家
养老服务运营和示范点创
建活动；政府投入 100 万
元，打造一支懂农业、爱农
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
队伍；提升百家村级卫生
站所；种百亩油菜花田，助
力乡村振兴……

一桩一件办实事，一
点一滴汇民心。据悉，安
溪梳理筛选首批项目清单

50项，已协调解决问题 93
个，万城壹号成为全市首
个重整成功、复工续建的
烂尾楼，11个乡镇片区改
造和全县裸房整治全面启
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成
果落地见效。

把好事办实，把实事
办好。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该县聚焦城区学位不
足问题，结合编制“十四五”
教育专项规划，组织对各
片区内中小学起始年级学

生数量和增量的测算，科
学调整城区学校布局，推
进教育扩容，将培文丽馨
实幼分园等 7个城区教育
扩容项目列入“我为群众
办实事”项目，真金白银新
增大量学位，把实事办到
群众心坎上。预计到2021
年底城区可新增学位9000
个以上，将有效缓解“入园
难”等问题，为“三孩政策”
的落地提供相关保障措
施，化解群众燃眉之急。

情系百姓办实事 排忧解难暖民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