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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综述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工作综述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一百年来，在党领导人民开天辟地、砥砺奋进的征程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熔铸于党

领导人民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塑造着亿万华夏儿女的精神气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上，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持续深入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结合郑州丰富的文化、旅游资源和国家中心城市建设的火热实践，充分发挥文旅融合优势，以“实”“活”“提”“暖”“传”五

定位为统领，教育和引导系统党员干部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在融合发展中展现文旅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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焕发新彩
让文化艺术“活”起来

每一座文化场馆，每一处红色
景点，每一部文艺作品，都是一段
浓缩的历史、一种精神的传承。

该局紧扣党史学习教育主题
主线，精心设计活动载体，聚焦党
的百年芳华，开展文艺创作宣传，
推出一批彰显中原文化魅力和红
色血脉的文艺作品，让文化艺术作
品通过形式创新，在党史学习教育
中“活”起来 。

新年伊始，该局局属郑州歌舞
剧院、郑州文化馆、郑州豫剧院、郑
州曲剧团、郑州杂技团等演出院团
就向全国观众推出一系列古典与
潮流碰撞的文化精品。其中，舞蹈
《唐宫夜宴》火爆出圈，形成全国关
注的文化现象；“羽裳华服——
2021 郑州汉服文化艺术节”彰显
传统文化魅力；杂技《手技》《独轮》
扣人心弦；曲剧《麻风女》《卖苗郎》
唱响中原；豫剧《包青天》《锦娘》等
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5月 6日晚，该局邀请银川艺
术剧院带来的红色舞剧《不到长
城非好汉》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
缓缓落下帷幕。至此，中国（郑
州）黄河文化月·黄河流域舞台艺
术精品演出季，9 台剧目共 18 场
演出精彩收官，吸引 1.7 万余名观
众到现场观看。此外，经相关院
团同意，通过郑州文旅云等平台
共直播 7场精品剧目，累计在线点
击量超 103万。

每逢节假日，该局组建的一支
支公益演出团队深入社区，一支支
文艺志愿小分队走进田间地头，在
全市弹奏出人民满意、群众幸福的
文化协奏曲。

以书画献礼，用笔墨抒情。该
局在郑州美术馆新馆举办“百年
征程·醉美遵义——遵义市美术馆
馆藏红色主题作品展”和“山河同
庆——郑州美术馆庆祝建党 100
周年系列作品展”，引导众多观众
在欣赏高雅艺术的同时，饱览祖国
的壮丽河山，感受党的丰功伟绩。

组织 1200 场“舞台艺术进乡村、进社
区”，开展30场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作
为2021年市政府重点民生实事和该局党史
教育“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相关活动
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

据统计，截至 6月 18日，“舞台艺术进
乡村、进社区”活动已完成587场演出；截至
5月，郑州市精品剧目演出季活动已演出34
场，吸引线下观众约 3.2 万人次，线上观众
点击量252万余人次，预计全年受惠群众将
达400多万人次。

自红日破晓走入峥嵘岁月，看江山如
画唱响时代赞歌。6月 10日，中央广播电

视总台“朗读亭”落地郑州图书馆暨“恰百
年风华·中原儿女心向党”献礼建党百年
系列群众文化活动在郑州图书馆启幕。
以“朗读亭”为载体，以自由朗诵为形式，
众多市民将中原大地的人物故事与传世
佳作相结合，尽显天地之中风貌，畅享中
原文化盛宴。

该局还采取线上线下有机融合模式，在
郑州图书馆设置党史学习教育专题书架和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有声图书馆，
面向广大读者宣传党史知识。

郑州美术馆则从 6月 8日起，每周二至
周五下午在二楼多功能厅面向市民常态化

放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国家博物
馆、中央美术学院等机构联合制作的百集特
别节目《美术经典中的党史》。

今年 3 月以来，该局紧密围绕党史学
习教育，结合新时代群众文化工作特点，
举办“群星耀中原，舞动新时代”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郑州市广场舞展演，

“群星耀中原 唱响新时代”群众合唱展
演，中老年国画、乐理知识公益培训班，带
领广大市民用歌舞和书画的形式表达对
党的热爱，让党史学习教育在群众中“唱”
出华美乐章，“舞”出时代风采，“画”出大
美山河。

人民至上 让百姓心里“暖”起来

以行践学 让服务品质“提”起来统筹谋划
让党史教育“实”起来

“全系统各基层党组织和党员
干部职工要提高政治站位，以强烈
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开
展好党史学习教育……”3月 9日，
在郑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史学
习教育动员会上，该局党组书记、局
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组长李
芳专题安排党史学习教育工作。

按照部署，该局要求把党史教
育贯穿全年组织生活始终，多层
面、全覆盖引导全体党员干部开展
学习交流；同时，印发实施方案和
若干配套文件，形成一级抓一级、
一 级 带 一 级 的 责 任 传 导 闭 环 体
系。相关部门及时为全体党员发
放《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等学习用
书，引领党员干部职工利用“三会
一课”开展集中学习，利用业余时
间开展自学，利用学习强国平台党
史学习栏目开展专题学习；充分利
用公共文化场馆、微信公众号等平
台向社会普及党史知识。

此外，该局还积极利用行业优
势，用活红色资源，让普通群众受到
党史教育，用情、用心、用力打通党
史学习教育的“最后一公里”。该局
党组班子全体成员深入基层讲授党
史主题教育专题党课，邀请专家学
者面向社会举办知识讲座，组织开
展党性教育专题培训，开展“学党
史 感党恩 颂党情”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周年宣讲等活动。为大力
弘扬“二七”精神、“任长霞精神”，该
局通过主题党日、考察参观等形式，
组织党员体验感悟革命传统和革命
精神，让党史学习教育在党员心中

“实”起来。

用心用情
让红色基因“传”下去

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磅礴力量。
为在青少年心中深植红色基因、厚植爱党爱国

深情，该局安排局属郑州少儿图书馆组织开展“红
色故事进校园”专题活动，邀请郑州广播电视台知
名主持人走进全市 46所中小学校和河南省儿童医
院，为 5000余名孩子们讲述红色故事。其中，“刘
胡兰”专题在“郑视融媒”客户端、郑州电视台妇女
儿童频道微信视频号等五个平台进行线上直播，吸
引 4万余人次在线观看；《地道战》《鸡毛信》等 8集

“红色经典小人书”有声连环画总播放量达4万余人
次。“童心向党 出彩郑州”少儿才艺大赛为全市少年
儿童搭建筑梦圆梦平台。

针对特殊少年儿童群体，郑州文化馆组织开展
“点亮繁星益路同行”公益课堂活动，通过开办陶
艺、书法、美术、音乐等公益课程为孩子们提供公益
性融合培训，进一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

6月以来，该局又组织郑州文化馆、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举办“欢乐六一·放飞梦想”儿童节晚会
和“百工献艺庆百年华诞”非遗成果展；组织郑州图书
馆举办“当童年遇到儿童文学”公益讲座，开展“红色
非遗”皮影戏展演和党的历程VR体验等活动；郑州建
业电影小镇推出“新青年、新觉醒、新百年”红色主题
系列活动，传承红色基因，激扬青春风采。

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站在全新的历史起点，
全市文广旅系统的广大党员干部职工正牢记使命，
砥砺前行，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昂首踏上
崭新征程！

本报记者 成燕 李焱 通讯员 杨丽 张婷婷 文/图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
史力行。

为让全市文旅企业在优化营商环境
的过程中有切实的获得感，让市民游客
舒心满意，该局围绕“一条热线”“两个重
点”“三项提升”，把好事办到群众心坎
上，用深入基层的实际行动让服务品质

“提”起来。
该局不断以优化营商环境检学践

学，把解决好经营业主所思所想所盼的
问题，作为党史学习教育和教育成果检
验的标准。相关部门建立快速投诉处理
机制，打通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服务热线

“12318”，实行全天候人工服务，聚焦高
频难点投诉问题第一时间响应、核实、处
理、反馈，使“12318”热线值班员成为举
报受理员、法律普及员、心理咨询员。

如何立足本职岗位，当好群众的“贴
心人”？今年年初，该局提出突出“两个
重点”，构建“七个体系”，抓好“十个着
力”，在系统基层党组织组建
优化营商环境党员先行队，

深入推进“放管服”改革，提高政务服务
便利化水平，完善政务服务事项颗粒化
梳理、权责清单调整等工作。

市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以
“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切入点，建立完
善“立刻办”“主动靠”的工作机制，突出

“抓队伍建设，抓业务学习，抓市场监
管”，把党史学习与法律法规学习相结
合，让执法人员充分掌握文化、文物、出
版、广播电视、电影、旅游六大领域相关
法律法规，人人成为执法办案能手。

该局还组织全市 A 级旅游景区开
展“学党史提品质”全市 A 级旅游景区
质量提升年专项行动，将景区质量提升
行动列入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乡村旅游+”为载体，该
局深度整合党史学习、
红色教育、

乡村民宿等资源，策划推出系列活动。
以“党史学习教育+美丽乡村游”为核心
元素，以新郑、新密、荥阳、巩义、登封、
中牟为主要目的地，围绕“沿黄生态文
化观光旅游带”和“大嵩山乡村旅游休
闲度假区”及多个红色旅游景点，串联
沿线主要景区及红色旅游目的地，为群
众打造便捷的乡村旅游及红色主题教
育游专线。

据统计，今年端午假期，郑州共接待
游客 506.5 万人次，同比增长 13.7%，实
现旅游总收入 20.95 亿元，同比
增长 38.7%，郑州首
次入围端午十大热门
旅游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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