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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破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参与度低、动力不足等问题，达
州市建立长效机制，抓住“关键
少数”。去年 3 月，在达州市意
识形态工作会议上，市委书记与
7 个县市区委书记、经开区党工
委书记分别签订《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书》，明确各级党委（党组）
的主体责任。不仅如此，达州还
出台《党委（党组）意识形态工作
责任制实施细则》，构建起责任
链条。

1月10日，达川区赵家镇办
公楼的会议室里，举行了一场名
为“ 述 学 评 学 考 学 ”的 活 动 。
2017 年来，党员干部对党的理
论、方针、政策学习得如何，理解
得是否透彻，运用得是否到位，
都能在这个活动中得到直观呈
现。最终的结果，将被纳入党建
述职评议考核内容，直接影响党
员干部的年度考核、提拔任用、
评先选优。

为真正压实责任，达州明
晰了责任、立下了规矩：把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量化为具体指
标，细化出 10 大考核板块、30
项考核指标以及 66 条考核内
容，明确了 15 种问责情形、6 种
问责方式。逐条细化考评标
准，科学安排分值比例，为贯彻
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提供
了遵循。

基础在“学”，关键在“做”。
“我们通过开展‘民情户户通’活
动，镇干部、村干部、组干部分别
每季度、每月、每周要全覆盖走
访群众，干部需要做什么、做得
怎么样，都由群众评判，干部既
受教育又干实事，群众既解心结
又得实惠，干事激情空前迸发。”
赵家镇党委副书记李青林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
者 曾业 摄影报道

聚焦“达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经验”特别报道

更新“脑”中观念让自我教育成习惯

“前些年，村里冷冷清清，没多少人在家。现在不同了，外出挣钱的人纷纷回乡创业，村里也热闹起来了。”达州市达川
区赵家镇林山村，原有156户400多名贫困户，在2016年实现整村“摘帽”。该镇党委书记杨从刚介绍，这与当地干部、群
众的观念更新分不开。如今，全村奔康致富的路子正越走越宽。

党的十八大以来，达州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与全国全省同步迈进了新时代。思想决定行动，行动决定效果——“聚焦
新矛盾、针对新问题、坚持新理念、进行新探索”，达州坚持全新的理念，通过更新党员干部和群众“脑”中观念，真正让自我
教育成为习惯，凝聚起新时代达州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大合力。

党员干部完成“考学”试卷答题。

“前几年，村里经常有人
办酒席，红白喜事就不说了，
搬家、过生也要办，而且都是
大操大办。”宣汉县明月乡大
渔池村的村民牟家海，前些年
一直在浙江务工。即便如此，
他 仍 然 逃 不 掉 一 些“ 份 子
钱”。这笔“人情开支”，曾让
他烦恼不已。如今，这股奢靡
之风已经不见踪影。

2016年9月，宣汉县在全
县启动“诚信·守法·感恩”公
民思想道德教育活动，悄无声
息地净化了社会风气。对此，
牟家海深有体会：“红白喜事
大操大办的少了，平时酗酒玩
牌的人也少了，在村里孝善文
化基地跳坝坝舞、休闲散步的
人多了，邻里关系也变得更加
和谐。”

达川区赵家镇林山村的
村委会大院，庭前屋后种满了
奇花异草，同时还设置有健身
区、图书室、广播室、“新二十
四孝”文化墙以及党群活动中
心，无论天晴下雨，都有不少
年轻人到村委会“光顾”。“村
委会大院的规划、建设，村民
都自发帮忙、做义工，所有的
花草也是村民捐赠的，他们对
这里有感情。”镇党委书记杨
从刚说。

达州在精神文明创建全
域开展的过程中，文明新风，
已吹遍巴渠大地。2017 年，
达川区赵家镇、通川区北外镇
张金村、开江县靖安乡伏龙寺
村被命名表彰为第五届全国
文明村镇；渠县国家税务局、
中国农业银行达州分行被命
名表彰为第五届全国文明单
位。万源市、大竹县、宣汉县、
开江县、渠县，成功创建为第
四届四川省文明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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沏一壶香茶，捧一本好书，
一坐便是一个下午——丢掉手
机，沉浸在纸质书的墨香之中，
是不少达州人钟爱的一种周末
休闲方式，也是一种自我教育。
据达州市图书馆统计，达州新图
书馆2016年4月开馆至2018年
元旦，已接待 57 万人次入馆阅
读，单日最高接待读者数超过
30000 人，平均每日接待读者
2000人。

除了文化馆、博物馆、图书
馆，达州还建成了巴山大剧院、
田园大舞台、巴山书画院（达州
美术馆），正在推进巴山文学院

（达州文学馆）、达州文艺之家、
515 艺术创窟等阵地建设。如
今，13个文艺门类基本都有了自
己的阵地，文化设施逐步向一线
城市看齐，被誉为“欠发达地区
公共文化服务‘反弹琵琶’的典
型”。

为鼓励文艺创作，达州专门
出台《文艺精品项目资助暂行办
法》等繁荣文艺的“1+3”系列文
件，每年还拿出 500 余万元，扶
持鼓励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和文

艺人才培养。通过奖扶并重的
引导机制，达到了对内团结文化
人，对外开展文艺宣传，在全社
会以文艺感染人、鼓舞人、激励
人的三重叠加效应。

这一效应，在大竹县得到生
动体现。1月11日，大竹县百场
文化下乡走进九银村，带来了一
场迎新春文化惠民专场演出，许
多发生在群众身边的真实故事，
被演员们搬上舞台。群众在看
节目的过程中，受到了潜移默化
的教育。目前，大竹县正在全县
农村创新开展“感恩奋进”教育
实践活动，引导广大群众懂政
策、感党恩、志图强、能奔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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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竹县百场文化下乡活动。 达川区赵家镇的述学评学考学活动。

宣汉县大渔池村的“村训”。

达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