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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导读

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

让巾帼宣讲接地气有朝气聚人气

巾帼宣讲出彩更出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田珊檑

“时刻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用好红
色资源，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精神血脉。”5月13日，在贵州习水县土城镇，
全国妇联、贵州省妇联为中国女红军纪念馆
36名女讲解员颁发“巾帼志愿宣讲员”聘书。

接过聘书时，贵州省巾帼志愿宣讲队队
长、女红军纪念馆馆长母彦碧激动地表示，将
和大家一起，全力做好红色文化宣讲，弘扬革
命精神，凝聚起砥砺新征程、奋斗新时代的强
大巾帼力量，世世代代守好红色江山。

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党的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国妇
联高度重视，指导带动各级妇联结合党史学
习教育，用好红色资源，在广大妇女中开展好

“四史”宣传教育，开展“巾帼心向党 奋斗新
征程”群众性宣传教育活动。

经全国妇联统筹，统一品牌、统一行动的
巾帼志愿宣讲队伍正在大江南北“遍地开
花”，成为在妇女群众中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
深走实、“四史”宣传教育深入人心的重要力
量。在各地革命遗址遗迹、革命博物馆、纪念
场馆等各级各类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位位
女讲解员作为巾帼志愿宣讲队中的示范宣讲
员，线上线下深情讲述党史故事，重温革命先

辈奋斗历程、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共同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坚定不移听党
话、跟党走，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共同
奋斗。

巾帼宣讲遍地开花
顺口溜、快板、短视频、山歌……各地妇

联充分发挥巾帼志愿宣讲队伍作用，及时跟
进宣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让党史

学习成为适合妇女群众口味的“农家菜”，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开启巾帼学史篇，学习党史记心间，学史
明理作贡献，共庆建党一百年。”4月25日，广
西成立巾帼志愿宣讲团，万名群众口中的“桂
姐姐”奔赴全区各地开展宣讲，引领广大妇女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已踏上宣讲之旅的
广西融水苗族自治县妇联主席姚丽翠自信满
满，即兴唱道，“领得一本任聘书，重任在肩不

含糊，新的使命新任务，再接再厉新征途。”
5月14日，在江西景德镇，随着铿锵有

力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歌声在全
场唱响，标志着由江西省妇联组建的巾帼志
愿宣讲员已走遍该省11个设区市。一场场
声情并茂的宣讲，荡气回肠间激发人们内心
深处爱党爱国爱家的炽热情怀，激励着新时
代赣鄱妇女奋进新征程。

（下转3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评论员 韩亚聪

既学得出彩、入脑入心，更观照现实、推
动工作。当前，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国上下正
如火如荼开展，一抹亮丽的“巾帼红”遍布大
江南北：各级妇联统一品牌、统一行动，充分
发挥巾帼宣讲队伍作用，引导广大妇女从党
的光辉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把党史学习教
育和“四史”宣传教育成效转化为实实在在的
工作动力和实际成效。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
想、办实事、开新局。在新的社会环境和传播

语境下，如何让亿万妇女在党史学习教育中
想学爱学、学有所思、学有所得，考验着“娘家
人”的智慧。在此其中，妇联组织发动巾帼志
愿宣讲队伍坚持“群众在哪里，讲堂就开在哪
里”，结合家风家教主题宣传、巾帼建功行动、
科技创新巾帼行动等活动，邀请专家、深入一
线、创新形式、强化传播，把“想讲的”变成受
众“想听的”，把受众“想听的”融进“想讲
的”。一段段党史故事，在一场场兼具广度、
深度、新意的“大宣讲”中，增添了不少吸引力
和感染力。

以“学”促“思”，更要以“学”践“行”。在
党史学习教育中，学习和工作不能是“两张

皮”，学习党史要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
各级妇联组织把“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深入一线开展调研，倾
听妇女群众心声，推动解决一个个“急难愁
盼”。学习与工作的“同频共振”，无疑让妇女
群众既深刻领会了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
就，也感受到了党的关怀和温暖。

出彩更出效的巾帼行动，让党史学习教
育和“四史”宣传教育鼓舞人心、汇聚力量，在
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中，广大妇女必将从
百年党史中源源不断地汲取前行力量，争做
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文明风尚的倡导者、敢于
追梦的奋斗者。

让文明交融之光照耀未来

从奶奶的遗书里读懂家国情怀
抗日女英雄赵一曼孙女陈红：

写给奶奶的信

“颂党恩 传家风”红色家风
故事在浙江嘉兴接力宣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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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陈晓冰

5月的成都，微风徐徐，花草繁茂。
走进抗日女英雄赵一曼的孙女陈红的
家，一股清新的味道扑鼻而来，家中阳台
上，鲜艳的三角梅竞相开放，青绿的柠檬
果挂满枝头……

“闲暇时，我喜欢和绿色植物打交
道。看它们发芽、开花、结果，静谧而美
好。就好像平凡人生的起落，虽默默无
闻，却也于无声处倔强地展示着生命的顽
强和坚韧。”言谈间，陈红语调平和，淡然
的目光里有一种坚毅。

“奶奶的每一次选择都是
为革命理想”

“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有个英雄奶奶，
心中颇有自豪感，但是真正走近她的时
候，是2005年中央电视台拍纪录片《赵
一曼》，历时两个多月，自己跟随剧组从
奶奶出生的地方到战斗的地方。”陈红感
慨道，那一刻，她从内心里深深地感到奶
奶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闪耀着人性的
英勇与果敢，她理想信仰坚定，坚信革命
的胜利。

（下转2版）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姚改改 发自嘉兴 93岁高龄的
革命前辈杨巧云坐在轮椅上，被缓缓推到舞台中央。他带着
乡音，深情地讲述参加革命后，战友们壮烈牺牲的事迹。有巾
帼烈士吴秀英为救90多名村民，英勇就义；有牺牲前，不忘让
他帮忙转交党费的小战士。

“作为一个老革命老军人，在我的有生之年，只要我的心
脏还在跳动，我就要好好地再为党多做点事情。我喜欢和后
辈、孩子们在一起，给他们讲述那个艰苦而光荣的年代，传唱
他们的感人故事，传播他们的红色火种，让红色种子在他们的
心里生根发芽。”杨巧云的一番话，引发了场下阵阵掌声。

5月15日“国际家庭日”，在全国妇联指导下，浙江省妇
女联合会、中共嘉兴市委、嘉兴市人民政府联合举办“颂党恩
传家风”红色家风故事接力宣讲活动，百户家庭代表齐聚嘉兴
南湖革命纪念馆之畔，追寻革命先辈足迹，倾听红色家风故
事，传承发扬红船精神。

这是全国妇联为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面
向家庭开展红色家风传承系列活动的重点之一，自5月起，
在上海、浙江嘉兴、江西井冈山、贵州遵义、陕西延安、河北西
柏坡、北京7个党史重要事件和活动发生地，组织党员家庭通
过多种形式接力讲述红色家风故事，倡导培树好家庭，弘扬好
家教，传承好家风，推动形成爱国爱家、相亲相爱、向上向善、
共建共享的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

除了革命前辈杨巧云，还有烈士家属代表袁瑛、红船守护
家庭代表张一分别以亲身经历讲述党史故事，传播红色家风
文化，号召鼓舞广大家庭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家风。

活动邀请了100户最美家庭与市民家庭代表，聆听《王会
悟——走进一大会务工作者》水上党课，瞻仰革命红船，重温
入党誓词，游览新时代“重走一大路”等红色景点，参观有轨电
车、快速路等百年百项重大项目推进现场，感悟红船精神和革
命初心。

活动表彰了嘉兴市家庭工作先进集体，发布了2021年度
嘉兴市最美家庭。

□ 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英文单行本出版发行

红色家风感人至深，红色家风催人奋进。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的重要论述，生动展现红色家
风故事，引导广大家庭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家风，本报即日起开设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传承红色家风”专栏，通过挖掘红色家风故
事，引导广大家庭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
100周年。

开
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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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启迪世界
□ 新华社记者 孙萍

2019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向
世界宣示中国的文明主张——

“应对共同挑战、迈向美好未来，既需要经济科技力量，也
需要文化文明力量。”

两年来，中国以坚定的文化自信，为疫乱交织的世界贡献
更多文明智慧，注入更多文明力量。

当前，世界尚未走出新冠疫情阴霾，气候变化等新挑战日
益凸显，人类需坚定前行的方向，汇聚向上的力量。只有秉持
和合理念，加强文明对话，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迎
来更加美好的明天。 （下转2版）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刘旭
□ 郭敏

“道道朝霞染红了绿色树林，文
化驿站传颂着党的声音，大棚蔬菜水
产养殖结硕果，光伏发电送来时代的
佳音……”这是一首由村民自创的村
歌，它描述的是江西省余干县瑞洪镇
前山村经济发展、村庄文明的美丽画
卷。

前山村坐落在鄱阳湖畔，风景如
画的村庄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游玩。
歌词里提到的“文化驿站”就是前山村
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依托这个主阵
地，前山村党建宣传员张晶晶开展了
一系列活动。

如今，这里已然成为孩童们的成
长乐园、妇女群众的解压港湾、老人们
的幸福驿站。不仅如此，作为村里的
人气聚集高地，新时代文明实践站还
成为村民们的学习主阵地、文化大舞
台，村里的宣讲大讲堂、文明新载体。

用喜闻乐见的活动聚人气
前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并不是

一开始就有这样的高人气，如何聚人
气？只有一个秘诀，就是“开展群众喜
闻乐见的活动”。

2019年7月，张晶晶被选派到前
山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原本在幼儿
园当老师的她，一下子要服务村里近
1300名乡亲，她说当时的自己“感觉
无从下手”。但性格要强的张晶晶没
想过认输，她干中学、学中做。

很快，张晶晶迎来了第一个挑
战，在村民中组建参演情景剧《我要
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员》的演员队伍。
当时正赶上双抢农忙，演员不好找，
张晶晶先是自己上，后又拉上丈夫。
几经周折，总算把七人情景剧演员队
伍凑齐。

平时只会下地耕作的农民都是第
一次尝试声情并茂地表演，没经验、放
不开，演员们就约定每天晚上在实践
站的竹屋内排练。劳作了一天的村民
们也循着竹屋的亮光围过来看排练，
并一起品头论足、出谋划策。

渐渐地，人越聚越多，一间竹屋
已满足不了大家的需求，广场便安装
上了路灯。除了情景剧表演，一时
间，文化广场上跳舞的妇女，嬉戏玩
耍的孩子，围坐聊天的老人也越聚越
多。每到夜晚大家都默契地来到实
践站，在轻松欢快的氛围中消去一天
的疲惫。

实践站热闹起来，张晶晶又开始
琢磨，有了人气要怎样留住人气。以
情景剧演员队伍为基础，张晶晶又先
后发起组建了24人的村民志愿者服
务队，18人的广场舞演艺队，20余人
的童趣声合唱队、手舞队以及抖音拍
摄达人等文化队伍。

（下转3版）

奶奶：
“希望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这是您留给您的宁儿、我的父亲的最

后嘱托。父亲看到这封信是在您牺牲20年后，在东北烈士纪念馆，父亲几乎哭晕在您
的绝笔信前，您可能想不到，之后父亲用钢笔把“赵一曼”三个字刻在了自己的手臂上，
陪伴他终生。

我还不到1岁，就被父亲送到您的老家四川宜宾，他希望我永远记住您老人家。跟
您一样，我也是24岁做了母亲，从此每当想到您当年不得不与幼子生离，我总是会去想
那时您内心有多不忍，有多痛彻心扉。要是可以选择，我愿意有一个能够与我们一起粗
茶淡饭平静生活、共享天伦的奶奶。您老人家也应该这样憧憬过吧，不过为了更多人不
再母子分离，不再流离失所，您选择了为国牺牲，让更多的人体会到了亲情的可贵。

奶奶，您走了85年了，为之奋斗的祖国更没有忘记奶奶您是为国而牺牲的，在您的
故乡翠屏山上，有一座您的汉白玉雕像，每天都会有来自全国各地的瞻仰者，来到这里
给您送上一束白色的菊花。在您战斗过的哈尔滨，有一条以您名字命名的一曼街，您就
是矗立在人民心中一座不朽的丰碑。如今，您的孙女，我都已经有了外孙，您的第五代
都7岁了，可爱极了，我和女儿一家过着简单而平静的生活。

如今，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步入了新时代，人民过上和平幸福的生活。您
知道吗？您当年从四川宜宾老家到武汉黄埔求学，路程都是好几天，现在只要几个小时
就能到达。祖国的实力越来越强大，我为自己生活在这个美好的时代而感到骄傲。

您的孙女：陈红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舞蹈
队员们在学院的排练厅里休息。

当舞台被灯光照亮，伴随着台下
老师随音乐律动的手语指挥，一队舞
者在台中央翩翩起舞。

这支特殊舞蹈队的队员全部是天
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的听障学生，
她们热爱舞蹈，在舞台上相识。

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舞蹈队
1998年成立，20余年的新老交替，一
批批队员在舞台上收获了认可、掌声
与赞美。无声的世界里，亦有韵动节
拍，亦有别样精彩。

新华社记者 李然/摄

于无声
中起舞

/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妇联组织党史学习教育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