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精神文明建设情况简报
第15期

(总第2207期)

　首都精神文明办 2022年9月7日　

【工作思考】

讲好文明实践“三个故事”

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的首要任务,

如何推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落地生

根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北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高

位布局、精心谋划,将讲好“中国故事 中国共产党故事 习近平总

书记故事”作为主题主线,着力破解“讲什么”“谁来讲”“怎么讲”等

问题,大力推动党的创新理论传播直抵群众心坎,真正让市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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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党的创新理论日用而不觉。

一、聚焦“谁来讲”,扬优势建队伍

积极整合各方资源,组建由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榜样模范、

市民群众等组成的理论宣讲队伍,深入基层一线开展宣讲。一

是专家讲理论。依托北京高校和科研院所资源丰富优势,通过

结对共建等方式,持续开展常态化专家宣讲,广泛传播新思想。

如海淀区学院路街道联合辖区内8所院校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组

建了“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讲习团”,开设“院长讲习”品牌栏目,

让党的创新理论在学院路地区生根发芽。清华大学博士生讲师

团围绕“新时代、新思想”开展“沉浸式宣讲”“师生联讲”“接力宣

讲”等宣讲,让理论宣讲更鲜活、更“入味”。二是干部讲政策。

邀请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深入街道社区进行宣讲,宣传阐释新时

期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如市委讲师团组织市级职能部门领导干

部到文明实践中心(所、站)全面深入解读十九届五中、六中全会

精神。海淀区委书记等领导带头宣讲党的创新理论,仅十九届

五中、六中全会精神宣讲会就达200场。石景山区、顺义区成立

老干部讲习团进行包片宣讲,让党的声音全域覆盖、深入人心。

三是榜样讲事迹。组织先进典型、党员优秀企业家等结合自身

奋斗新时代的故事进行宣讲。如门头沟区、延庆区充分挖掘“退

役军人之家”红色资源,开展“老班长讲故事”活动,讲述党和国

家的奋斗历程和光辉成就。经济技术开发区邀请党员企业家、

党员科学家、党员工程师和各类典型榜样作为主讲人,以“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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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宣讲”“文化艺术+宣讲”等形式,全方位多层次讲好自主

创新、奋斗圆梦的故事。四是亲历者讲见证。邀请重大事件的

亲历者进行宣讲,提升宣讲的感染力感召力。如通州区以重大

历史事件、重大战役的亲历者、见证者、参与者为主体,组建“永

远跟党走”红色宣讲团,深入各文明实践所(站)、机关、工地、学

校等进行宣讲,受到市民群众喜爱和欢迎。大兴区“奉献新时代

建功新国门”百姓宣讲团结合亲身经历,讲述自己的红色故事,

诠释在平凡岗位上敢于担当、甘于奉献的精神,为建设“新国门

新大兴”凝聚起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二、聚焦“怎么讲”,“四结合”求实效

加强整体统筹谋划,精心设计活动项目,在“怎么讲”上下足

功夫,将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延伸到每一个角落,覆盖每一个群

体。一是坚持全面解读与专题辅导相结合。面向基层开展理论

宣讲,既有全面解读又有专题阐释,进一步增强宣讲的思想性、

理论性和生动性。如昌平区以讲述“习近平故事”为主题,全面

讲述习近平总书记在梁家河、正定、宁德、福州、浙江、北京及在

中央工作过程中的典型事迹,打造“新时代 学习路”百姓宣讲活

动,专题阐释故事背后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重点宣传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祖国家

园发生的沧桑巨变、人民生活幸福美满,赋予理论宣讲以感情和

温度,带动全区基层群众在思想上有新感悟,在政治上有新升

华。二是坚持面对面宣讲与“云”宣讲相结合。在传统面对面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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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的基础上,积极占领网络空间,做强网上主流声音。如朝阳区

通过开设红色直播间,让更多群众成为红色基因的传承者、红色

故事的讲述者、红色先锋的践行者,仅第七期“我的中国心 我的

中国梦”主题直播活动,就吸引365万余人观看,大大提升了社

会影响力。丰台区宛平街道打造“宛平实景云党课”,将宣讲搬

上“指尖”、上传“云端”,实现学习全覆盖、交流“零距离”。三是

坚持抓好“关键少数”与覆盖“两新”组织相结合。北京市“两新”

组织集聚大量高知群体、高技能人才、高层次管理精英,是理论

宣讲工作必须抓好的重要领域。通过举办首都新时代思政大课

堂,在全力做好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理论武装的

同时,重点关注“两新”组织的思想引导和政治引领。如通州区

打造“白领文明驿站”,积极探索“两新组织”参与文明实践的路

径。海淀区、门头沟区以青年马克思主义读书会为载体,邀请专

家学者到青年比较集中的科技园区进行宣讲,持续推动党的创

新理论在全社会广泛传播。四是坚持把“拉家常”式理论学习与

“暖人心”式为民办实事相结合。将宣传教育工作融入到用心用

情办好民生实事中,让群众在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感党恩、听党

话、跟党走。如海淀区推出“党史关键词微党课”“百名党员讲故

事”等短视频,改编歌曲《国家》《我是海淀志愿者》等,用群众自

己的话语满怀深情地唱出“家国情怀”“奉献友爱”;同时通过把

闲置的地下空间改造成居民活动中心,督促物业拿出符合居民

实际需要的物业管理方案,解决居民活动、社区服务等场地受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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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做到了让居民群众满意。

三、聚焦“讲得好”,抓培训促创新

坚持以群众喜欢和满意为重要原则,积极创新宣讲模式,提

高宣讲质量,真正让市民群众进得来、坐得下、听得进、记得住、

有感悟。一是加强专业培训。精心设计课程,组织开展宣讲专

业培训,不断壮大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理论宣讲人才队伍。如

市委讲师团举办现场集中授课+线上“云培训”相结合的基层理

论宣讲骨干示范培训班,对来自全市16个区文明实践中心(所、

站)的400余名政治坚定、业务精通、善于表达、热爱宣讲的基层

“理论明白人”进行培训。房山、怀柔、密云等区开展文明实践工

作专兼职管理人员等培训,着力提高文明实践理论宣讲质量和

水平。二是下沉优质资源。研究制定《北京市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建设市级部门工作分工方案》,推动相关市级单位提出更多

理论政策宣讲方面的重点支持举措和活动项目,为基层理论宣

讲提供支撑。组织高校院所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挂点联系、

结对共建,如市委教育工委引导首都高校1184个学生党支部与

农村、社区、企业、科研院所、部队等基层党支部共建,源源不断

为基层理论宣讲提供人才等支持。三是做活宣教形式。注重增

强仪式感、参与感、现代感,不断丰富和创新方法手段、内容形

式,提高宣讲的感染力和实效性。如东城区、西城区充分发挥红

色资源丰厚优势,推出红色文化探访路线,让人们“重走革命

路”,传承红色基因。海淀区推动10万辆网约车和10万辆共享

—5—



单车变身“理论宣传车”,让新思想传播时刻“走在大街上”。平

谷区18个镇街利用智能广播与282个村的“大喇叭”有效连接,

每天利用早中晚三个时段,将党的创新理论、果树栽培等群众愿

听乐听的知识传送到百姓的心坎上。

(精神文明宣传教育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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