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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中共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 《习近
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论述摘
编》 一书，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
版，在全国发行。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家庭的
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
密相连。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家庭文
明建设，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家庭建

设的新期盼新需求，推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在家庭落地生根，推动形成
社会主义家庭文明新风尚。习近平同
志围绕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
风建设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立意
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动
员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家庭文明建设，
努力使千千万万个家庭成为国家发
展、民族进步、社会和谐的重要基
点，把实现个人梦、家庭梦融入国家

梦、民族梦之中，汇聚起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磅礴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义。

《论述摘编》 分 7 个专题，共计
107 段论述，摘自习近平同志 2012 年
11 月 15 日至 2020 年 12 月 28 日期间的
报告、讲话、谈话、说明、答问等 60
多篇重要文献。其中部分论述是第一次
公开发表。

《习近平关于注重家庭家教
家风建设论述摘编》出版发行 据新华社北京 3 月 28 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中国共
产党组织处理规定 （试行）》（以下
简称 《规定》），并发出通知，要求
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通知指出，组织处理是教育干
部、管理干部的必备手段，是全面从
严治党的重要措施。《规定》 是做好
组织处理工作的重要遵循，对指导和

规范组织处理工作，推进组织处理与
纪律处分、法律责任追究有机衔接，
构建更加完备的干部管理监督制度体
系，具有重要意义。

通知要求，各级党委 （党组） 及
其组织 （人事） 部门要把组织处理工
作放在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
的大局中把握，提高执行制度规定的
能力水平，精准科学做好组织处理工

作，抓好 《规定》 的贯彻落实。执行
《规定》 中的重要情况和建议，要及时
报告党中央。

中办印发《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

扫二维码
阅读《规定》全文

“20 世纪 20 年代，青年毛泽东
为什么能从一名改良主义者成为一名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在湖南农业大
学前身——修业学堂担任教员期间，
他的思想经历了哪些转变，对当代青
年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有何意
义？”带着这些问题，湖南农业大学
马 克 思 主 义 学 院 师 生 追 寻 1911—
1923 年青年毛泽东在长沙上下求索
的红色足迹，最近，他们形成了一份
万字调研报告，还发布了“青年毛泽
东的长沙足迹”手绘地图。

原创音乐、手绘里的党史、老教
师讲入党故事⋯⋯湖南农业大学结合
建党100周年，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
方式，正打造一系列形式新颖、内容
丰富、贴近学生的党史学习教育，让
党史可听可唱，可感可思。同时，充
分发挥思政课的主渠道作用，通过

“诵、观、述、访、思”多种方式，
融入红色基因，让党史“活”起来，

“火”起来。

听潮歌学党史

“一九二一在中国的大地，见证
历史开天辟地的大气，为了人民幸福
生活的大计，一群人担当起民族复兴
大 义 ⋯⋯” 近 日 ， 一 首 原 创 Rap

《1921》在湖南农业大学学生中传唱
开来，朗朗上口的歌词讲述了中国共
产党成立的历史背景、建党过程、伟大
历史意义和革命先烈的“红船精神”。

对于如何学好中国共产党百年历
史这本教科书，全国优秀教师、湖南
农业大学商学院辅导员常徕又出新招
了——计划将百年党史创作成一张主
题专辑《1921—2021》，每首歌均以党
史进程中的重要年代或数字为歌名。
于是，第一首 《1921》 顺势而出。

“说唱歌曲是我们青年大学生非
常喜欢的一种音乐形式，所以我一直
在尝试将‘艺术’和‘思政’融为一
体。让学生了解到每一句歌词背后所
蕴含的党的理论知识，以及青年大学
生应该如何传承革命先驱们这种精
神。”在教唱环节之后，常徕会将歌
词拆分成一个个革命小故事，分享中
国共产党从惊涛骇浪走向波澜壮阔中
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

“行走”的红色课堂

“这里，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
方，在这里开启了我们的长征，开启
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正在上海瞻
仰中共一大会址的湖南农业大学商学
院学生第六党支部书记李玲孜在微信

群中发出了这样一条信息。这次她利用
假期，专程来到上海兴业路 76 号，用
图文直播的方式，带领学院全体学生党
员一同感受那段光辉历程，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这就是湖南农业大学发起的主题活
动“身边的征程”，即大学生们在自己
家乡所在地的红色纪念馆、博物馆，以
在学生微信群图文直播的方式带领大家
参观学习，线上线下共同追寻党的光辉
历程。

“党的十九大闭幕一周后，习近平
总书记也来到这里。”追随着习近平总
书记的足迹，李玲孜瞻仰了中共一大代
表群像浮雕，参观了 《伟大开端——中
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等展览，并同
步直播了参观过程。在看到陈望道翻译
的 《共产党宣言》 时，她与同学们一同
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述的“真理的味
道非常甜”故事，170 多年来，这一伟
大著作一直绽放着真理的光芒，改变了
中国、改变了世界。“我们当代大学生
党员，更要努力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
年的勉励，把个人理想融入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生动实践中。”

精心打造党史校史课程

从“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到
“天翻地覆慨而慷”，从上下求索到彻底
改变中国命运；从“唤起工农千百万”
到“六亿神州尽舜尧”，从唤起民众到
一切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下转第二版）

湖南农大以原创音乐、手绘党史等形式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让党史“活”起来“火”起来
通讯员 庹炼 李晗枫 本报记者 阳锡叶

奋斗百年路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启航新征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香港香岛中学的校史室，86
岁的司徒宏老先生环视那一幅幅或暗
黄或鲜艳的照片，感慨万千。

他说，正是在这所学校，我第一
次了解到祖国。母校和爱国，自此便
在他心中连在一起。

1946 年春天，一批进步知识分
子在香港办起了一所新型中学——香
岛中学。它是香港第一批升起五星红
旗的学校之一，“爱国、进步”是这
所学校永不褪色的标志。

在港英打压下顽强生存、
发展

“最新奇的是学校的早读。同学
们 分 成 几 个 小 圈 子 读 报 纸 ， 念 时
事。”当时才10岁的司徒宏已辗转读
过好几所学校，由于他调皮、好动，
哪所学校都不留他。直到“另类”的
司徒宏走进了这所港英当局眼中的

“另类”学校的小学部。
这里打开了司徒宏新的人生大

门。他不知道，这别具特色的读报
纸，正是这所学校培养孩子们了解社

会、关心祖国的特殊方式。这一方式
一直持续，成为香岛中学国情教育的
传统。

退休多年的香岛中学校长杨耀忠
说，港英统治时期，爱国学校受到各
种打压。香岛中学第一任校长卢动，
就是因为坚持挂五星红旗在 1950 年
被港英当局递解出境。

杨耀忠介绍，当时的爱国教育主
要是两个方式，“一个是早读课，二
十分钟时间，让孩子们读报纸，重点
都是讲祖国的重大发展、重大成就。
遇到像发射东方红卫星这样的大事，
全校师生一起庆祝”。另一个就是以
各种方式庆祝国庆，“不仅在各种压
力下坚持升国旗、唱国歌。而且搞各
种体育、文艺比赛，庆祝国庆”。

“在港英时代，爱国学校困难很
多。”现任香岛中学校长黄颂良说，
没有资助，不给生源，学校用地难以
获批，学校老师与外界交往受到监
控。学生毕业也受到各种歧视，成绩
再好也不能进入公务员队伍，连教育
学院、消防队都难以进入。

“我校历史，不仅是一所爱国学校
的历史，而且是香港地区在殖民统治下
进行爱国教育奋斗史的一部分。”细品
香岛中学校史的这段话，既有沉重，更
有豪情。

爱国学校严谨、严整的校风受到香
港社会广泛好评。“有一段时间，香港
黑社会渗透学校，家长很担心。送到爱
国学校，孩子学不了坏，是当时社会的共
识。”香港将军澳香岛中学校长邓飞说。

广大香港爱国同胞是爱国学校最强
大的后盾，他们捐助土地，募集资金，
克服阻力把子女送到爱国学校。犹如顶
翻石板的竹笋，爱国学校在压力下顽强
生存，发展壮大。到上世纪 70 年代，
仅香岛中学一家，本校和分校在校生达
到1万多人。

大家庭般的师生氛围来自
理念相同

“香岛中学的老师不一样，就像校歌
里唱的——我们是一所大家庭。”司徒宏
对这一点念念不忘，几次深情回顾。

（下转第二版）

一所香港中学的爱国传承
新华社记者 王旭 苏晓

新 华 社 郑 州 3 月 28 日 电 （记
者 王烁） 某烹饪职业学院在积极
申办护理专业，一个只有 4 个专业
课教师的师范学院开始招收护理本
科生⋯⋯这种现象今后将被叫停。日
前，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出台河南
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实施方案，规
定无相关医学类专业基础的非医学院
校不得设置医药卫生类专业，为随意
设置护理、临床等人命关天的医药卫
生类专业划上“休止符”。

近年来，由于卫生健康事业的快
速发展，激发了一些高校兴办医学教

育的热情，盲目扩大招生规模，不管
有没有办学基础纷纷申办护理、口腔
等医药卫生类专业，导致院校培养与
社会需求脱节，供求关系失调，教育
质量下降，毕业生一岗难求。

为此，河南提出优化医学学科
专业规模和结构，压缩数量，提高
质量，提升办学层次，坚持以需定
招，合理确定医学类专业招生结构
和数量，优化单点招生规模。积极
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发展本科医
学 专 业 教 育 ， 严 格 控 制 高 职 （专
科） 临床医学类专业招生规模。提

高入口门槛，无相关医学类专业基础
的非医学院校不得设置医药卫生类专
业，已设置本科医药卫生类专业的高
校，其对应专科专业不再招生，高校
不再举办医药卫生类专业的中等职业
教育。医药卫生类中等职业教育逐步
转向为乡村基层和养老托育等服务业
培养人才。

针对全科医学人才紧缺的现状，河
南提出加大全科医学人才培养力度。鼓
励 有 条 件 的 高 校 成 立 全 科 医 学 院

（系），3 年内推动医学院校普遍成立全
科医学基层教学组织等机构。

河南禁止高校随意设医药卫生类专业
无相关医学类专业基础的非医学院校不得设置

新华社南京 3 月 28 日电 （记者
刘铮） 3 月 25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江
苏省委书记娄勤俭、省长吴政隆陪同
下，在常州、南京考察。他强调，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为指导，贯彻党中央、国务院
部署，深化改革开放，增强创新能力
和发展动力，增进民生福祉，推动高
质量发展。

李克强来到常州恒立液压公司，
详细询问产品、技术研发情况，鼓励

企业在开放合作中不断创新，以恒心
立恒业。他与当地 10 多家制造业企
业负责人交流，听到大家纷纷表示，
受提高制造业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比例政策的激励，企业准备大幅增加
研发投入。李克强赞许说，国家不惜
重金减税，就是要以市场化、普惠性
政策“四两拨千斤”，推动企业加大
创新力度。有创新企业才有未来，国
家会有更好发展。

在常州富强新村，李克强考察社
区养老、托幼等生活服务。他走进养

老中心，察看老人就餐、健康监测等情
况。当地政府以购买服务、免费提供场
地和水电气方式，引入社会力量兴办养
老服务，不仅老人们获益，还带动了就
业，李克强予以肯定。他对居民们说，
社区里有你们的“小家”，社区也是个

“大家”。社区提供养老、托幼服务，会
让上班的家人安心。老人有幸福的晚
年，年轻人就有可以预期的未来。孩子
在社区的关怀照顾下成长起来，也会更
有爱心。

（下转第二版）

李克强在江苏考察时强调

深化改革开放 大力推动创新
在发展中不断改善民生

3 月 26 日，河北省秦皇岛市海港区先盛里小学学生表演京剧《贵妃醉酒》选
段。当日，先盛里小学开展“戏剧文化进校园”活动，通过引导学生学习戏剧知识、
表演戏剧片段等多种方式，让学生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曹建雄 摄

戏剧文化进校园

【新闻·视觉】

实践育人的“研学大课堂”
➡➡➡详见第四版

【新闻·要闻】

两所小学的困境与自救
➡➡➡详见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