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刘虎）“红军四渡
赤水，靠的是什么？”在每周升旗仪式结束
后，遂宁市河东实验小学校就进入“6分钟
微党课”环节，老师一句提问引起了所有
人的好奇，也把大家带入了红军长征的那
段历史。从今年3月中旬开始，这样的爱
国主义教育已成为学校孩子们的必修课。

这只是遂宁各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的一个生动场景。近段时间以来，遂宁
各地在党史学习教育中，通过融入活动、
创新方式、强化载体，多形式全方位开展
富有遂宁特色的学习、宣传和教育活动，
达到全域全员全程全面学习的目的，促
进党史学习教育不断走深走实。

如何让党史学习更有趣，那就是融
入活动。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很多部门、
单位通过开展大讨论、宣讲、比赛，让大
家达到学习的目的。

在遂宁经开区，一场青年干部学党

史大讨论生动开展。园区青年干部围绕
以党史为重点的“四史”学习进行分组讨
论。当地北固镇党政办副主任、团委书
记胡屯说：“青年干部是党的光荣传统的
传承者，是时代的主人翁，要努力做好本
职工作，以实际行动助推园区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

遂宁市政府办公室建立了“四个一”制
度，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通过每日一
学，建立“全员参与、全办覆盖”学习制度；
通过每周一评，对科室学习情况进行点评
和指导；通过每月一考，集中开展党史知识
测试、知识竞赛等活动，检验党员干部学习
效果；通过每季一讲，开展“我要上讲堂”

“一月一讲”活动，推动“学史力行”。
与机关党员干部学有所不同的是，当

地天宫庙小学不断探索创新学习教育方
式，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艺术创作中。作
为“胡氏剪纸”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人，天
宫庙小学教师、党员胡宁带领学校师生创
新开展融入红色精神的“非遗剪纸”，与时
俱进传播红色文化，使得党史学习教育形
式更加“活”起来、色彩更加“亮”起来。

032021年4月9日 星期五 责编王萌 版式詹红霞 总检张浩 要闻
下
载
封
面
新
闻A PP

掌

握

更

多

资

讯

《1940年至1946年车耀
先烈士在狱中的自传》、《大
声》周刊还有努力餐楼开幕纪
念照片，如今都收藏在四川博
物院。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张，
车耀先对后辈的殷切希望跃然
纸上：“能以‘谦’‘俭’‘劳’三字
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
‘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
戒，而为一个健全之国民。”

央视《国家记忆》聚焦革命烈士车耀先事迹

大义赴死前，车耀先留下了怎样的家训？

泸州龙马潭区党史学习与业务工作创造性结合
华西都市报讯（曾永强 记者 曹笑）

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泸州龙马潭区
纪委监委成立领导组、工作组，细化分
解 25 项任务清单，结合纪检监察系统
工作实际和自身职能职责，要求纪检监
察干部、党员干部把党史学习教育与业
务工作创造性地结合起来。

“五组修排水沟把道路挖烂后没有
及时恢复，多久能解决？”近日，胡市镇
又一场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的民情
问需“吐槽大会”在黄桷村举行，村“三
委”干部与30多名群众围坐在一起，听
民声、答民疑、解民惑。

“今天，我们现场办公为大家解决
了5个问题，其余的10个问题我们会细
化责任分工，明确工作时限，最迟半个
月内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两个小
时的“现场办公”接近尾声，黄桷村党总
支书记曾建波向大家承诺。

同样，在莲花池街道五八社区，社区
把办公场地搬到了“吐槽大会”现场。五
八社区纪检委员李华瑜现场联系园林修
剪工人对辖区人行道路边及安置小区的
树枝进行修剪；组织工人对辖区垃圾进行
清理、清运，并在醒目地方设置“禁止乱丢

垃圾”警示牌。
“有意见随时提、有想法尽管讲、有

牢骚大胆说，每次我们提的问题，都得
到了社区、街道比较满意的回复。”连续
参与几次“吐槽大会”的莲花池街道关
口社区居民曹天喜对这种面对面解决
问题的办公模式颇为满意。

为了强化“吐槽大会”效果，从3月
起，区纪委监委成立三个综合督查组，
除继续督查疫情防控、森林防火、生态
环保等中心工作外，一并督促街镇指导
村（社区）开好“吐槽大会”，常态化开展
督导和回访，确保“吐槽大会”收集的问
题、需要解决的事项落地落实。截至目
前，全区村（社区）面向居民群众召开

“吐槽大会”90 余场次，现场解决回复
问题 400 余个，为群众办理民生实事
100余件。

“我们把‘吐槽大会’固化为‘吐槽+
整改+督办’闭环工作机制，深入一线自
下而上查问题找根源，督促主责部门自
上而下整改问题纠正偏差，成功把‘吐
槽大会’变身‘为民办实事’的现场办公
会，这对于群众来说应该更有意义。”区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秦莉说。

“能以‘谦’‘俭’‘劳’三字为立身之
本，而补余之不足……”1946年，车耀先
慷慨明志，大义赴死，临刑前留下的绝
笔，是他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留给妻儿的
牵挂与嘱托。

4月7日晚，央视《国家记忆》节目播
出《绝笔》第五集——《慷慨明志钟奇、大
义赴死车耀先》，四川博物院馆藏的文物

《1940年至1946年车耀先烈士在狱中的
自传》在节目中亮相，揭开了一段尘封的
历史。

车耀先（1894—1946年），四川大邑
人，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
他一直从事党的军运工作和抗日救亡运
动，领导开展了成都普及民众文化教育、
语言文字改革等工作。车耀先一直同中
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
协助他在四川地方势力上层人物中开展
工作，被誉为统一战线“线长”。1940年
3月，国民党在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
祸共产党，车耀先和罗世文同时被捕。

被关押的六年中，车耀先将经历写
成传记，成为了勉励后人的家训。

创办努力餐餐馆
作为共产党员的秘密联络站

成都金河路和小南街交界的拐角
处，坐落着一栋二层青砖小楼。门口的
牌匾上写着三个烫金大字“努力餐”，店
名之意，取自孙中山先生的名言“革命尚
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创办这家餐馆的，正是中共地下党
员、中共川康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

上世纪30年代，车耀先根据党的指
示创办了这家餐馆，作为四川地区共产
党员的秘密联络站。

当时，在这家享誉蓉城、食客络绎不
绝的餐馆里，一些中共地下党员隐藏其
中，暗地里传递情报。

“几位客人，今天来点什么菜呀？”如
果客人还未等店小二报完招牌菜名，简
单回答“来一菜一汤”，就会被请到楼上
免费用餐。因为，“来一菜一汤”，正是中
共地下党组织成员的约定暗号。

筹办《大声》周刊
成为影响力最大的进步刊物

为了宣传抗日思想，1936年末，车
耀先用餐馆二楼的两间屋子作为办公
室，和几名志同道合的好友一起筹办《大
声》周刊。

当时，车耀先认为，正是由于处在动
荡不安的环境下，因此更加需要有人大
声疾呼，《大声》周刊就可以把真相告诉
大众。

越来越多的人通过《大声》周刊，了
解到事实真相。《大声》周刊成为四川抗
日救亡刊物中读者最多、影响力最大的
进步刊物之一。1939年4月，车耀先发
起成立了中苏文化协会成都分会，广泛
团结进步力量。

这时，国民党坐不住了，经过调查，
车耀先很快便进入了国民党特务的视线
中。

当时，车耀先一直同中共川康特委
书记罗世文保持单线联系，积极协助他

从事统战工作。1940年3月，国民党在
成都制造“抢米事件”并嫁祸共产党。3
月18日深夜，在外奔波一天的车耀先躲
过特务的监视，回到家中。疲惫不堪的
他顾不上休息，开始整理焚烧党的秘密
文件。突然，一大群特务冲了进来，将车
耀先带走。

狱中提笔写自传
用生命铸就遗训鞭策后人

被捕入狱后，国民党特务许诺车耀
先，只要他同意退出共产党就可以到国
民党工作，并许以高官厚禄，否则一辈子
也别想出去。

车耀先拒不接受国民党的任何条
件。国民党特务看软的不行就给他施以
酷刑，百般折磨，然而一无所获。

见威逼利诱都不奏效，国民党决定
对车耀先采取“攻心战术”。国民党特务
要求他每天必读《曾文正公家书》，并且
还要写心得，妄图以此消磨他的革命意
志。

车耀先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
想到恩爱有加的妻子，还有5个尚未长
大的孩子，他想到借着写家书心得的
机会，将自己的经历写成传记，留给子
女。

最终，车耀先没有守住离家时候“我
会回来”的承诺。1946年8月18日，他被
国民党特务杀害于重庆歌乐山松林坡，
时年52岁。

《1940年至1946年车耀先烈士在狱
中的自传》、《大声》周刊还有努力餐楼开
幕纪念照片，如今都收藏在四川博物
院。翻开这些泛黄的纸张，车耀先对后
辈的殷切希望跃然纸上：“能以‘谦’‘俭’

‘劳’三字为立身之本，而补余之不足；以
‘骄’‘奢’‘逸’三字为终身之戒，而为一
个健全之国民。”

他用生命写就的遗训和他倡导的
“谦、俭、劳”的品质，贯穿在车家后人为人
处世的理念之中，像一杆标尺，鞭策后人。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曾洁
实习生 王金亚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革命烈士车耀先。（央视《国家记忆》视频截图）

《1940年至1946年车耀先烈士在
狱中的自传》。

遂宁创新推进党史学习教育
不但“活”还很“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