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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市：高质量培育新时代爱国奋进好少年 
 

去年以来，苏州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

安小学少先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广

泛开展导向鲜明、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贴近青少年实际的主

题教育实践活动，不断增强做好新形势下青少年工作的使命感

和责任感，引导青少年从小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推动青

少年全面健康发展。 

一是以主题活动深化理想信念教育。围绕“喜迎二十大 筑

梦向未来”主题，整合各方资源，注重线上线下联动，用好用

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策划“牢

记谆谆嘱托 争做强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网络专题活动、“新思想·我来学”党的创新理论学习

教育活动、“梦想与担当”融媒体学习征文活动、“红领巾”

寻访系列实践活动等，在网站、微信公众号、“学习强国”苏

州学习平台等载体，开设“清明祭英烈”“我是新时代的小好

汉”“核心价值观在我心中”“向国旗敬礼”等专题活动页面，

发动广大青少年积极参与。持续深化青少年党史学习教育，策

划“千场党史报告进校园”，开展“寻访党的百年足迹”“寻

访祖国发展成就”等活动，引领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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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谱系、筑牢思想根基。 

二是以价值引领推进思想道德建设。常态化开展“新时代

苏州好少年”学习宣传活动，每月推荐一批事迹突出的“新时

代苏州好少年”典型，海选 100 名模范践行“请党放心 强国有

我”精神的身边好青年，为青少年健康成长指引奋斗方向。注

重文明礼仪养成教育实践课程，推动未成年人文明实践日常化、

生活化、实践化。拓展“童”字系列主题活动，举办“童志里

的英雄”青少年祭英烈、“童声里的中国”少儿歌谣创作大赛

等品牌活动，策划“童心里的诗篇”“童话里的世界”创作征

集活动。组织未成年人走进重大建设、科技创新、生态环境、

乡村振兴等工程以及各类重点实验室，走近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抗“疫”先锋、奥运冠军等，广泛开展学习参观、寻访调

查、研学实践、座谈交流、“少年先锋岗”志愿服务等活动，

引导广大未成年人见贤思齐、向上向善。 

三是以融会贯通构筑特色育人品牌。建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

建设多方联动机制，遵循青少年身心特点和成长规律，通过继承

与创新，将“喜迎二十大 筑梦向未来”系列教育实践活动、“八

礼四仪”养成教育、“缤纷的冬日”、“七彩的夏日”以及文明

校园创建等有机融合、整体推进。打造青少年新时代文明实践的

主题教育阵地，建强建优未成年人社会实践体验站，完善体验站

与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有效衔接和互动合作机制，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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筹建设“1+10+N”实践育人共同体，构建“校内校外衔接、线上

线下互动、资源共建共享、管理无缝对接、覆盖城乡一体”的未

成年人社会实践综合服务平台。发挥乡村学校少年宫、乡村“复

兴少年宫”、城乡校外教育辅导站等阵地作用，促进优质社会教

育资源有效下沉和共建共享。办好“家门口暑托班”，打造成为

“我为群众办实事”品牌项目，持续建设“成长苏州”品牌。 

 

 

淮安市：牢记殷殷嘱托 传承红色基因 
 

2021 年 5 月 3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淮安市新安小学五（8）

中队少先队员亲切回信。淮安市坚持把学习宣传贯彻重要回信

精神作为重大政治任务，以重要回信精神为指引，着力开创未

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新局面。 

一是坚持立根铸魂培养时代新人。高擎回信精神火炬，在

全市中小学生中广泛开展“我们都是收信人”主题活动，打造

以“小小鸾娃讲党史”“小好汉宣讲员”为代表的一批特色品

牌，全面点燃信仰信念信心之火。举办全市中小学思政课教学

大赛、全市“党史进课堂”大赛和“党员历史教师讲党史”等

活动，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历史、语文等课程，融入“八礼

四仪”等养成教育活动。举办“周恩来读书节”，教育引导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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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青少年传承革命光荣传统，从小树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的远大理想。结合“新时代好少年”推

选及学习宣传活动，择优推选一批品学兼优、积极传承“新旅

传统”的优秀学生，为全市中小学生传承践行“新旅传统”提

供示范榜样。举办“我是小号手 永远跟党走”——贯彻总书记

重要回信精神学习成果汇报展演、“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安小学

少先队员重要回信”一周年全市书法绘画作品展等，充分展示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精神的丰硕成果。 

二是注重伴学共学激活家庭细胞。坚持把家庭作为中小学

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一环，鼓励引导家长陪伴子女学党史，

让党史伴学之风“热起来”，在全市家庭中兴起党史伴学共学

的“红色旋风”。邀请党史专家面向广大家庭荐读、点评党史

书目，组织开展“小手拉大手，百年党史进家庭”等一批有影

响、有效果的特色活动，让党史学习书籍走进千家万户。顺应

信息时代宣传教育趋势，组织广大家庭开展“我讲故事给党听”

音视频征集，录制诗朗诵《长征记忆》等作品，在无线淮安等

平台推广展播。开展“闪闪的红星”幼儿学党史活动，组织家

长携子参与，通过绘本小故事、情境小剧场、创意小手工等方

式，提升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感染力。推出

“访伟人故里，寻红色记忆”等 9 条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线路，

组织开展“亲子走读红色路”等活动，在讲好淮安红色故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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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起学生家长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热情。 

三是着力打造红色资源育人高地。依托红色资源丰厚的优

势，着力构建社会“大课堂”，在全社会营造起浓厚的红色文

化氛围。组织全市中小学生成立寻访小队，走近英雄模范，亲

耳聆听党“为人民服务”的故事，持续加深对党的情感认同。

依托全市 38 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构建红色教育矩阵，优化“人

民总理周恩来”等主题陈列，让 20 余万名未成年人亲身体验“沉

浸式”实境教育。大力弘扬“新旅”光荣传统，实施新安旅行

团历史纪念馆展陈提升工程，构建“一核多点”展陈体系，努

力创建全国青少年思政教育基地；实施“新旅”题材文艺作品

创作龙头工程，创排情景剧《习爷爷给我们回信了》等作品，

与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合作编排儿童剧《新安旅行团》，在重要

回信一周年之际隆重举行首演，产生热烈社会反响。联合中国

儿艺，组建江苏新安儿童艺术团，探索“双减”背景下教育改

革新路，打造小学教育改革示范基地，不断放大“新旅”红色

资源育人功能，让“新旅”事迹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影响。 

 

 

连云港市：持续推动青少年学党史走深走实 
 

2021 年 6 月以来，连云港市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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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安市新安小学少先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推动青少年学

党史走深走实，激励和引导广大青少年奏响“请党放心、强国

有我”最强音。 

一是坚持课程育人，推动党史融入课程建设“主阵地”。

将党史学习教育融入学校思政课，依托“开学第一课”、国旗

下讲话、主题班团队会、“童言讲堂”，通过“我向党旗敬个

礼”、观看红色电影、歌咏传唱、读书演讲、故事讲解等形式

将党史教育内容有机融入到各学科教学和团队活动中。推动各

学校用好用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

本》，开展各类座谈会、演讲比赛、分享会等活动 1 万多场次。

成立 10 个青少年党史故事宣讲团，以讲故事、情景剧等鲜活形

式，开展“薪火相传耀港城”红色文化巡演进校园活动近百场。

在全市广大青少年中开展“百名模范进讲堂”暨“党史故事 100

讲”等活动，用身边典型教育带动身边人，营造学榜样、学党

史、争先进的浓厚氛围。 

二是坚持文化育人，拓展党史浸润儿童心灵“新形式”。

组织青少年开展红色经典诵读、学党史征文大赛等活动，用文

化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精心打造“艺术课堂”，推出《向党

青春》青少年学党史音乐党课，展演黄梅戏《江姐》等 11 部红

色剧目，组织红色电影进学校，吸引 10 万余名青少年观看。在

全市范围内组织中小学生开展“悦读达人”经典诵读电视展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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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评出 100 个优秀红色经典诵读节目在媒体展播，使“读

红色经典”“诵红色经典”“品红色经典”成为青少年的日常

生活习惯。组织地方文化专家编写《文化连云港》《连云港青

少年成长丛书》等地方文化读本，丰富孩子们的文化生活，增

强他们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情怀，打牢打实传承红色基因的

政治基石。 

三是坚持实践育人，拓宽党史融入社会实践“新路径”。

依托红色教育资源，开展“清明祭英烈”“党的光辉照我心”

等活动，组织广大青少年走进红色地标、走近英雄模范人物，

开展红领巾寻访实践活动。举行“红色小讲解员”大赛、“我

唱队歌给党听”快闪等活动，让广大青少年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教育。组织 2 万多名青少年到“抗日石刻”参观学习，用“讲、

演、说、唱”诠释红色文化，弘扬革命精神。开展“重走长征、

传承薪火——‘小红军’红色拓展训练”等活动，激发青少年

在红色实践中厚植红色底蕴，努力培育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

代新人。 

 
 

 
报：中央文明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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