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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党日是党的组织和党员进
行党的活动的专门时间，是便于党员过好
组织生活、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一种
组织形式。从具体工作实践来看，个别党
组织开展党日活动时，不同程度存在形式
不够灵活、内容不够丰富等问题。第 72
集团军某旅着眼提升党日活动质效，从拟
定主题、创新形式、扩大参与人员等方面
入手，探索开展党日活动实在管用的经验
做法，有效激发了基层党组织的生机活
力，增强了党员的党性修养和使命担当，
他们的探索有一定借鉴意义。

前不久，“海上练兵模范连”携手驻

训点乡镇机关及村委会党支部，在前山

烈士陵园开展了一次联合党日活动。

军地党员一起祭奠英雄先烈，重温入党

誓词，并为 4 名老党员颁发“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

活动现场，刚入党不久的下士张晓

峰来到 86 岁老党员张家乃身边。听老

人讲述用一生追求真理信仰的经历后，

他很受触动。该连党支部书记说，在驻

训期间与地方基层党组织一起开展党

日活动，既能有效锤炼党性，又能密切

军民关系、开阔党员骨干视野，很受大

家认可。

“以往有的单位党日活动质量不

高 ，一 个 重 要 原 因 就 是 习 惯‘ 闭 门 造

车’。”该旅党委领导介绍，去年以来，

他们鼓励基层党组织在做好安全保密

工作基础上，积极探索“开门过党日”

的方法路子，让各单位党员在“互帮、

互学、互教”中，实现教育资源的共享

互补。比如，驻训期间，跨军兵种主题

党日活动将党建引领与实战化训练紧

密结合，提升一线战斗堡垒的战斗力

和凝聚力；依托信息手段开展“云端党

日”，让不同点位的党组织“同频共振”

成为可能。

“个别支委干工作重业务轻党务”

“连队训练基础不牢，与党组织议战议

训不够扎实深入有很大关系”……前不

久，“战斗模范连”和“钢七连”联合开展

党日活动，两个连队党员围绕一些工作

热点展开研究交流，同时拿起批评武

器，敞开心扉指出对方存在的短板不

足，集思广益研究解决招法。

“联合兄弟单位开展党日活动，对

组织者和参与者来说都是一种考验和

挑战。”多次参与筹划组织此类活动的

“战斗模范连”党支部书记余旭说，每

次组织活动，党支部会发动大家一起

出主意、想办法，根据使命任务、思想

特点、工作主题遴选确定活动方案，还

要与兄弟单位加强协同协作，力求让

参加的党员有所收获、有所感悟。

联合兄弟单位开展党日活动，如

今已成为该旅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党员队伍教育的一个管用举措。一次

次精心策划与组织，不仅考验了基层

党组织的组织力与执行力，还能引来

党建工作的源头活水，扩大党建工作

的“朋友圈”。

近日，某驻训分队联合海军某舰开

展联合党日活动。甲板上，陆军和海军

官兵面对祖国海疆，交流部队光荣历

史，介绍抓建方法，组织党员结成互助

对子……参加活动的党员纷纷表示，在

接下来的联合训练中，要发扬团结协

作、奋斗拼搏的精神，以昂扬的斗志完

成练兵备战各项任务。

上图：前不久，第 72集团军某旅组

织党员骨干来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和

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学习航天人扎根

戈壁、献身国防的事迹，进一步感悟初

心使命。 张乃友摄

见闻③ 扩大参与人员

开 门 过 党 日 引 得 活 水 来

“你于 2023 年 7 月光荣加入中国

共产党，在此向你致以政治生日的问

候！”“七一”前夕，“拥政爱民模范连”

组织主题党日活动，连队党支部书记

陈小康为刚在训练中取得佳绩的党员

赖印宋，送上一张“政治生日”贺卡。

“为党员过‘政治生日’，就是要激

励他们牢记党员身份，践行党员标准，

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陈小康告诉

记者，每张贺卡都是根据党员现实表现

量身定制的，不仅有党支部对党员的嘱

托，还有对党员近期表现给予的综合评

价，评价既肯定成绩，也咬耳扯袖。

“党日活动作为加强党员教育、提

升组织凝聚力的重要抓手，必须着眼

年轻官兵实际，不断创新方式方法。”

该 旅 组 织 科 林 干 事 讲 起 此 前 一 段 经

历。一次，他到某连检查党日活动开

展情况，该连党支部书记按照上级统

一部署组织的一堂党课尽管先期准备

很认真，但由于内容不接地气、表达方

式单一等原因，加上帐篷较为闷热，个

别党员始终提不起精神。

相比营区，野外驻训条件有限，如

何提高驻训期间党日活动质效？带着

问题，林干事到一线展开调研，很快向

旅党委提交了一份调研报告，提出“开

展党日活动必须强化‘用户思维’”“用

好驻训地红色资源”“加强精准筹划组

织，避免眉毛胡子一把抓”等意见建议。

在此基础上，旅党委系统分析长

期驻训、动散抓建条件下党建工作开

展的堵点难点，研究决定通过以激发

基 层 内 动 力 为 主 解 决 问 题 。 他 们 明

确，在完成学习党章党规、研读党的创

新理论、开展谈心交心、交纳党费等必

选动作基础上，鼓励基层党组织根据

驻训任务和单位实际，自主探索创新

党日活动形式与内容。

这一机制，较好激发了基层党组

织创造性和主动性。今年驻训，“廉政

文化月”“红色研学游”“志愿服务日”

等创新举措陆续亮相基层党日活动。

基层党员反映，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

党日活动更有活力，更能被大家接受。

炮 兵 营 赴 西 北 戈 壁 展 开 驻 训 数

月，有段时间，个别党员工作积极性有

所降低。发现问题后，该营党委适时

组织党员骨干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开

展 主 题 党 日 活 动 。 参 观 卫 星 发 射 现

场、聆听几代航天人扎根戈壁献身国

防的事迹，大家深受触动，精神为之振

奋。随后的实弹射击训练中，该营“党

员炮班”党员骨干充分发挥先锋模范

作用，带领战友克服极端恶劣天气影

响，取得优异成绩。

参观古田会议会址，回顾政治建

军光辉历程；走访下党乡，探寻脱贫攻

坚密码；重走“望道信仰线”，感悟真理

力量……如今，该旅各驻训点位上，基

层党组织集聚官兵智慧，充分运用红

色教育基地、廉政警示教育中心等鲜

活资源开展党日活动，党员队伍活力

得到进一步激发。

见闻② 丰富形式内容

发 挥 创 造 性 激 发 精 气 神

“1947 年，连队在野家泊阻击战中

担任主攻，先辈们面对敌我力量悬殊

的劣势毫无畏惧、英勇奋战，激战一夜

后成功捣毁敌人指挥部……”盛夏时

节，第 72 集团军某旅一场综合训练结

束后，“大功连”党支部在训练一线组

织 开 展“传 承 先 辈 遗 志 、战 场 再 立 新

功”主题党日活动。交流讨论中，排长

李镘珂讲述连队先辈战斗事迹，并分

享了党员班长程建文不顾病痛请缨参

加比武，最终带队夺冠的故事，点燃了

大家对标先进、勇站排头的热情。

“在战位上重温奋斗故事，是对照

初心的再体悟，也是一次深刻的灵魂

洗礼。”该连党支部书记羊晓楠告诉记

者，野外驻训后，面对艰苦的训练生活

条件，个别党员出现任务前却步、工作

中歇脚、标准上打折等问题。党支部

研究选定“传承先辈遗志、战场再立新

功”这一主题，就是要教育引导党员骨

干追溯初心源头，激发立足战位奋斗、

不断创先争优的练兵热情。

“确定选题是筹划党日活动的第一

步，选题质量直接决定党日活动成效。”

该旅组织科徐科长介绍，他们此前调研

发现，虽然基层营连党日活动能按规定

落实，但有的存在主题不明确、缺乏针

对性等问题。比如，有的政治站位不够

高，活动缺少“党味”，有娱乐化倾向；有

的主题与部队实际情况和担负任务结

合不紧密，缺乏“兵味”“战味”；还有的

没有充分考虑党员骨干的实际需求和

关注点，导致活动难以引发共鸣，等等。

着眼问题，旅队各级党组织广泛

听取基层党员意见建议，最终研究决

定采用荐题、议题、立题、点题、解题的

“五步定题法”。每月初，营连根据党

员思想情况、训练阶段特点提出选题

建议，机关利用党务工作培训、“书记

夜校”、政治干部备课等时机研究讨论

确定选题，并拟定活动方案、进行党课

试讲。遇有重要活动、全局工作，党委

也可直接“点题”，确保党日活动主题

始终紧贴主责主业和中心工作。

“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党日主题

就跟进到哪里。”徐科长说，他们还建

立完善评估反馈机制，对各单位党日

活动进行考评问效，为后续确定选题

提供参考借鉴。这些举措能较好保证

党日活动“既接天线又接地气”，有较

强针对性实效性。

前段时间，某连备战某次比武成

绩不佳，士气有些低落。连队党支部

发现问题后，及时研究组织了一次以

“崇尚荣誉，争创荣誉”为主题的党日

活动。活动中，9 名党员炮长以各种形

式与身边战友分享成长过程中攻坚克

难的难忘经历，勉励大家正确看待荣

誉得失，在逆境中奋进赶超。活动较

好提振了士气，激发了全连上下努力

拼搏、争创一流的斗志。最终，在王海

鹏等党员骨干带领下，官兵加班苦练，

以总分第一的成绩通过选拔，获得代

表旅队参加上级比武的资格。

见闻① 选好选准主题

跟着工作走“党味”更浓厚

身入心更入 用心更用情
—第72集团军某旅探索开展党日活动的一组见闻

■马海忠 邓 磊 本报特约记者 陈 凯

认真学习贯彻《中国共产党军队委员会（支部）工作规定》

【军史场馆·档案】陆军步兵学院石

家庄校区军史长廊，铺展于该校区主干

路，设置 2 座主题雕塑和“序言、峥嵘岁

月、战火洗礼、英模典型、光荣使命、阔步

新时代、继往开来”7 个单元，全面展示

该校区 80 余年的发展历程。

“每当走进军史长廊，看到前辈们为

校区发展接续奋斗的故事，心头总能涌

起一股热血。”前不久，在陆军步兵学院

石家庄校区举办的“最美校区人”颁奖典

礼上，教授师海波饱含深情的发言，引发

广大师生共鸣。

千古太行，巍峨雄壮。走进太行之

畔的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军史长

廊以“中国红”的主色调铺展于主干路两

侧，格外引人注目，兼具艺术美感的造型

灯箱、庄严肃穆的主题雕塑、珍贵的历史

照片有序交融，生动讲述着这所学校从

抗日烽火走来，传承抗大精神砥砺奋进

的光辉足迹。

“建设军史长廊前，校区党委展开数

次调研、论证，积极听取官兵意见建议，

最终确定将长廊建设于此。”校区领导介

绍，这条道路位于校区中心位置，将军史

长廊建在道路两侧，对于缅怀历史、传承

精神具有象征意义，可以有效整合国旗

广场、太行铁骑文化广场、陆军训词展牌

等文化资源，形成整体规划。同时，组织

广大师生开展集会、训练、仪式等，都要

由此经过，能够使大家潜移默化受到红

色文化熏陶。

记者看到，长廊的内容以校区 80 多

年来办学治校育人的艰辛探索和光辉历

程为主，全面展示“抗大传统”“铁骑精

神”等特有精神文化，充分反映“敌后办

学”“国庆阅兵”“开放办学”等历史事件，

重点介绍校区涌现出的先辈先烈和英模

典型，生动展现新时代抗大传人投身强

军兴军实践的精神风貌。

“陈庄战斗，是我军战史一场堪称经

典的山地歼灭战。”每每经过军史长廊，

看到校区先辈的战斗故事，学员李剑总

是不禁心潮腾涌。他告诉记者：“先辈们

把课堂设在战场，打出了许多骄人的战

绩。我们唯有练强本领，才能跑好抗大

传人这一棒。”

为进一步加强军史长廊规范运行，

该校区还开展解说员培训、制订长廊使

用规定等，并形成常态机制。每逢党团

活动、新学员入学、新兵入伍等时机，都

会组织人员参观军史长廊、撰写参观感

悟等，确保军史长廊育人功能得到有效

发挥。

精神激发动力，使命感召前行。又

到一年毕业季，学员们纷纷来到军史长

廊，重述先辈革命历史，重温从军报国初

心，坚定信念意志：把红色基因根植血

脉，扎根基层建功立业，向着转型攻坚的

潮头、实战练兵的纵深冲锋奋进。

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军史长廊—

传承抗大精神 点燃奋进激情
■李宝臣 本报记者 韩 成

【军史场馆·档案】北 部 战 区 空 军

某基地数字史馆，综合运用三维建模、

虚 拟 现 实 、智 能 交 互 等 技 术 ，以“ 室 外

主 题 展 +室 内 专 题 展 ”的 形 式 ，复 原 雕

塑 、石刻 、场景 50 余处，上线实物文物

200 余件，运用珍贵史料 400 余万字、历

史 图 片 2000 余 幅 ，构 建 起 继 承 优 良 传

统、续写英雄谱系、凝聚奋进力量的精

神阵地。

“没想到以前听过的英雄事迹、经

典战例能以‘实景’的方式再现！”电脑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部对空短波电台，

栩栩如生的三维全景影像，将北部战区

空军某基地“红旗汽车连”党员陈霄威

拉回了烽火年代。陈霄威轻点鼠标，仔

细观摩先辈使用过的装备，肃穆之情溢

于言表。

点击打开数字史馆首页，记者看到，

“利剑”广场上，战机和导弹等主战装备

分列步道左右，广场中央，“北疆天海”特

色雕塑巍然矗立，雕塑基座上“八一”军

旗环绕着一架直冲云霄的战机。英雄广

场中央，宏伟的抗美援朝战争群像雕塑

映入眼帘，雕塑背后是抗美援朝战争烈

士墙，30 位志愿军空军烈士的英姿排列

其上，令人景仰。

该基地领导介绍，他们调研发现，

基层开展党史军史学习，不同程度存在

教育与实践结合不紧密、实体史馆难以

向基层小散点位深度覆盖等问题。为

此，他们以单位内部网为平台，依托三

维建模、虚拟现实、智能交互等技术，建

设可跨平台及终端运行的数字史馆，最

大程度满足不同条件官兵的线上学习

需求。

“米格走廊”“王海大队”“钢铁运输

线”……解说员的动情讲解，配合数字史

馆内的声光电，历史的厚重感和传承的

使命感扑面而来。在烈士墙边“穿越时

空的对话”留言板上，“红旗汽车连”的红

旗车驾驶员写下“最好的传承就是像英

雄一样去战斗”的深刻感言。

“数字史馆的使用，为部队思想政治

教育提供了丰富的载体。”史馆运维人员

告诉记者，使用者不仅可以通过电脑和

手持设备在网络上进行浏览，在无网环

境下，也可将展示系统与数字资源整体

打包，实现离线浏览，满足了偏远分散点

位官兵的学习需求。

“通过这种方式，让官兵在不同环境

下了解和学习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真

正打造一个共享、开放、全时的网上精神

家园。”该基地领导表示，下一步基地还

将根据运行情况和官兵反馈，不断优化

数字史馆，为培育“四有”新时代革命军

人、锻造“四铁”过硬部队提供历史启迪

和精神动力。

北部战区空军某基地数字史馆—

穿越时空对话 教育身临其境
■郭 栋 本报记者 刘 丹

7月中旬，在铁路装卸载训练中，东部战区陆军某旅党员骨干发挥示范引领

作用，将摸索总结的“小窍门”“金点子”传授给身边战友。

本报特约通讯员 张 毛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