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以来，海原县扎实开展以“开启时代新征程、爱国
强军谱新篇”为主题的全民国防教育工作，下好“六个功
夫”持续推动国防教育工作高质量发展。

该县构建起完善的国防教育组织领导体系、政策法规
体系、考核评价体系，围绕宣传思想工作主题主线和国防
建设使命任务，加强新时代全民国防教育。组织各乡镇、
各部门通过党委（党组）理论中心组学习、干部集中学习、
主题党日等形式，及时传达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法》
等内容，促进党员干部国防教育入脑入心。

组织开展“百场国防形势报告”宣讲活动，邀请现役军
人、一等功臣撒占才和全区最美退役军人马志虎等 10名退
役军人及县委党校讲师 4人，在全县 18个乡镇开展国防教
育主题宣讲 86场次。开展“崇军行动”，首批签约金融、医
药、培训、法律援助、餐饮等10个领域92个优先优惠优待项
目，保障退（现）役军人和家属优先待遇，营造爱军拥军社会氛
围。结合春节、“八一”建军节等重要节日，走访慰问驻军部
队、1880名重点优抚对象和部分困难退役军人及现役军人家
庭，发放慰问金142.18万元；为52名现役军人送上喜报。

该县把青少年国防教育作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时代新人的重要工程，扎实开展国防教育进校园活动。组
织全县各学校开展“国防教育”主题班会，通过观看视频、
讲英雄故事、观看爱国主义电影、办手抄报、军训等不同形
式，对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组织广大教师参加

“开启时代新征程、爱国强军谱新篇”国防教育优秀课件评
选活动，举办中小学生“喜迎二十大 我心中的国防”主题演讲
比赛等，不断激发广大教师、青少年学生爱国主义热情。

把全民国防教育融入重大主题宣传、形势政策宣传、
成就宣传、典型宣传，提高全民国防教育宣传的吸引力和
感染力。组织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局、公安局等 12个
部门开展第 22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通过向过往群众
宣传国防教育法规、放置宣传展板、挂图，利用户外LED大
屏播放国防教育宣传视频、悬挂宣传标语，多层次、多渠道
宣传国防法、兵役法、国防教育法等法规及我国国防建设
新成就等内容，发放国防知识宣传资料3000多份。

海原县深入挖掘红色资源，广泛持续推动红色基因传
承工程，传承弘扬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争取资金
维护修缮烈士纪念设施，投资 1014.83万元对牌路山烈士
陵园进行改扩建，新建博物馆 1 座，营造了烈士陵园庄
严肃穆干净整洁的环境氛围，提升了国防教育阵地功
能。充分利用关桥堡会议遗址打造红军西征展厅，培育

“红色宣讲员”“红色小小宣讲员”，开展多次现场宣讲。
依托和利用纪念设施、军史场馆、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等，广泛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重大纪念日和重要
时间节点精心组织公祭等活动，引导群众牢记历史、缅怀
先烈、居安思危。

“好功夫”激发爱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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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原：思想领航促发展 凝聚力量开新局
本报记者 王文革 文/图

今年以来，海原县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宣传工作条例》及全国、全区宣传部长会议精神，围绕宣传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自治区第十三次
党代会精神，大力实施“十大工程”，推动宣传思想工作，勠力同心、奋楫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美丽新宁夏提供有力思想保证、舆论支持和文化条件。

12 月 26 日，海原县“党的二十大精神学
习周”活动启动，广大党员干部通过自学、线
上学习、观看视频、分组研讨等形式，再次掀
起学习热潮，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在海原县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今年以来，海原县开设“南华山学堂”，为
干部职工聚能充电。按照“缺什么、补什么”
原则，授课主体以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
各行业各领域的“领头雁”“土专家”“田秀才”
和“新乡贤”等行家里手为主。广大干部职工
学政策、增才干，学业务、提能力，切实将“南
华山学堂”打造成为干部职工提升能力水平
的特色品牌。

设计印制 10 万套以感恩奋进为主题的
新年挂历，将“惠民政策暖民心 脱贫致富谢
党恩”“黄河水甜 共产党亲”等宣传标语和海
原特色元素融入挂历中，引导广大干部群
众吃水不忘挖井人，一心一意听党话、感党

恩、跟党走。
海原县红色文化资源较为丰富，结合巩

固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整合资源建成运行非
遗基地博物馆，打造关桥村红色美丽村庄、红
色文化展馆、甘盐池人民公社等可学、可看、
可比的红色地标，开展集中、体验式学习 1.08
万次。举办感恩奋进——海原县“岁月留痕”
老旧照片展览、首届海原·漳浦文化艺术交
流，赓续闽宁两地情。

深入实施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聚力工
程。举办“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
育和“三下乡”、百姓春晚、社火巡展演、全民
阅读、海原·漳浦文化艺术交流等系列文化惠
民活动。悬挂横幅 850 余条，电子屏播放标
语 1500余条，制作宣传栏 360余块，坚决守牢

主阵地。制作“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短视频
100 期，传播防疫知识和疫情防控的政策措
施，凝聚抗疫力量。组织召开新时代文明实
践大讲堂“中国好人”事迹、一等功臣撒占才
事迹宣讲报告会。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17
个所、159个站、2个分中心、2个基地全部建
成，实现全覆盖。

实施文化强县推进工程，提升文化素
养。完成七营北嘴城址、柳州城址修缮保护
工程项目及 17处红色文物保护碑标识立竖、
文化遗址认定和公布。实施祁家堡址和关桥
堡址革命文物基础设施保护工程。开展文化
惠民送书下乡服务，向群众分发书籍、期刊
1100册。组建“文化志愿者服务队”“全民阅
读服务队”，建立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志愿

者服务站 3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点，以送戏
下乡、文化大篷车、送图书进社区为主要方
式，以春节、元宵节等传统节日为契机，充分
发挥服务站实践功能。

举办田拐红梅杏采摘节、西安镇第三届
乡村文化旅游节等文化惠民活动，为喜迎党
的二十大献上文化盛宴。拍摄“肉牛标准化
养殖”短视频 20 期，加大特色产业推广宣传
力度，推动肉牛产业发展。

邀请自治区专业讲师举办海原县宣传
思想文化系统干部培训班，加强宣传思想
干部对党忠诚教育。调整配齐全县 18 个乡
镇（街道）和所有村（社区）宣传委员和宣传
员，持续开展“四力”教育实践工作、讲政治
担使命守纪律教育活动，举办宣传思想工
作等辅导培训 5 次。通过实施宣传思想文
化队伍建设提升工程，干部队伍整体水平
得到提升。

主旋律牢固主阵地

海原城乡展新颜。

肉牛产业蓄势待发。

“南华山学堂”开课。

曹洼乡新时
代文明实践所。

为一等功臣撒占才送牌匾。

举办非遗文化活动举办非遗文化活动。。马铃薯丰收。

红羊村表彰模范典型。

李俊乡举办
庆“六一”活动。

“只要孩子们过得好，我们做父母的就
满意。”李旺镇二道村村民张汉武说。今年
张汉武嫁女儿时“零彩礼”，赢得乡亲们一
致好评。

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文明新风，是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推动乡村振兴发展战略的
重要抓手。海原县扎实开展各类移风易俗活
动，念好建、查、改、创、引、宣“六字诀”，打好

“组合拳”，不断完善治理体系、抓好问题排
查、整改陈规陋习、巩固治理成果，持续推
进移风易俗，全方位树立积极、健康、向上
的文明新风。

海原县民政局逐乡开展基层民政工作专
题培训，指导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和红白理
事会章程修改。以婚嫁彩礼“限高”为突破口
和着力点，紧紧围绕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推进移风易俗、取消高额彩礼等。

抽调文明办、民政局、农业农村局、文广

局工作人员成立专项督查组，通过实地查看
档案资料、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对全
县各乡镇、街道移风易俗推进工作进行督导
检查。开设举报电话，接受群众监督。

策划推出《移风易俗 乡村干群有话说》
专栏，通过对“零彩礼”事迹进行报道，采访、
拍摄“移风易俗我有言 乡村干部这样说”短
视频，在集贸市场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并发放
宣传彩页和折页，拍摄学生集体诵读“移风易
俗三字经”短视频以及录制“移风易俗快板
说”等节目，让移风易俗宣传做到家喻户晓、
深入人心。成立由县文明委各成员单位组成
的 33 人移风易俗宣讲团，包片分组，以群众
喜闻乐见的方式进村入户宣传宣讲移风易
俗。截至目前，全县共开展形式多样的宣讲

870余场次，服务人群 4.32万余人次，已完成
全县159个村（社区）全覆盖。

开展各类先进典型选树活动，通过“身边
人讲身边事、身边人讲自己事、身边事教身边
人”的形式，营造“好事大家传、坏事大家管、
歪风大家纠”的浓厚氛围。共选树 100 户文
明家庭，推荐表彰自治区最美军嫂 2 名。组
织李俊、西安、红羊等乡镇开展移风易俗示范
户推选表彰活动，共计推荐评选移风易俗示
范户37户，营造了良好的文明氛围。

该县开展“巾帼心向党 喜迎二十大”群
众性主题宣传活动 25 场次；开展“强国复兴
有我”主题宣传教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宣讲等活动 118 场次，团结引领广大群众
听党话、跟党走。开展“和谐婚姻大讲堂”、民

法典、反家庭暴力法、“抵制高额彩礼”、未成
年人保护、反诈骗、健康知识等宣讲 9场次，
受众 1000余人次。集中开展“大走访大排查
大调研+关爱帮扶”活动，就近预防和化解婚
姻家庭矛盾纠纷，进一步营造和谐稳定的社
会环境。

在九彩乡元套村、李旺镇罗川村等地开
展移风易俗宣传浸润行动，面对面宣传引导
广大群众抵制高价彩礼，弘扬文明新风。该
县编排移风易俗文艺节目《彩礼与情钱》《亲
亲我的黄土地》《乡村振兴促发展》等 7类 9个
节目，共开展 159场巡回演出，将移风易俗工
作变成广大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
文明幸福新生活。举办“礼约鹊桥 情定南
华”移风易俗青年集体婚礼，引导广大青年
树立良好的婚姻观、消费观和价值观，唱响
海原青年抵制高价彩礼、倡导婚嫁新风主
旋律。

“六字诀”劲吹文明风

今年以来，海原县“扫黄打非”办以七项
措施坚持打击防范治理并举，统筹网上网下，
全面清理非法有害出版物及信息，坚决捍卫
文化安全，营造“晴朗天空”。

该县采取县域联合和县乡联合进行全
面整治。将全县校园周边、培训机构、出版
物市场、乡镇校园周边的书店、小卖铺等列
为重点检查对象，实行全覆盖式检查。对
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相关被检单位立行
立改到位。同时，强力推进各类专项整治

行动、教材自查整治活动，对校园内部、校
园周边和文化市场等重要点位进行集中清
理整治，严厉打击销售、印制非法出版物等
行为。

强化网上巡察，织密防护网。依法约谈
自媒体负责人、网络主播 31 人次，受理处置
网络举报 19起。查处办理案件 4起，营造风
清气正的文化环境。

今年以来，该县开展“扫黄打非”七进活
动，在各书店张贴绿书签宣传海报 1000 余

张。以“世界读书日”为契机，以“喜迎党代
会·书香进万家”为主题，发放全国“扫黄打
非”办“绿书签行动”宣传海报 1000 余份、绿
书签 3000 余份。将“扫黄打非”工作融入文
明家庭、美丽庭院、关爱老年人、关爱留守儿
童等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及时宣传“扫黄打
非”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引导群众自觉抵制各
种不良文化的侵袭。充分利用“我们的节
日”、全民阅读日、七彩假期等重要时间节点，
开展“扫黄打非·促进全民阅读 打造书香村
庄”“护苗·七彩假期暑期班”等活动，广泛普
及“扫黄打非”知识，增强广大群众辨别“黄”
与“非”的能力。

七举措构筑“晴朗天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