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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柳林县自上而下

自觉从百年党史中坚定信念、汲取智慧、凝聚力

量，把为民办实事作为检验党史学习教育成果的

试金石，让广大党员干部躬身入局“干”起来，确保

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县政府党组坚持把学习党史同解决实际问题

结合起来，坚持上下联动，开展了一系列“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围绕省委办公厅征求为民

办实事重点民生项目活动要求。县政府党组专题

研究并报县委同意，建议省级层面加大对联盛教

育园区项目支持力度，加大对联盛农业生态文化

园区项目扶持力度，协助化解原凌志集团遗留问

题，并拟定县政府分管领导配合，扎实做好相关前

期工作，积极推动问题解决。围绕市委书记深入

柳林“四不两直”调研讲话精神，县政府党组就煤

矸石处理、垃圾治理、粪污处理、厕所革命等调研

要求，逐一明确了政府分管领导和牵头单位，深度

研究落实。围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县

政府党组在确保完成省、市提出需县政府落实的

各项民生实事基础上，集中力量为群众办好“五件

民生实事”，即：柳林南站改扩建项目国庆前建成

投用；实施锄沟、康家沟、沙曲、堡上和安沟村集中

供热，新增供热面积 50万 m2；改建 3000座无害化

卫生厕所；新建 10个农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和

31 个农村幸福小院；建设残疾人康复中心，对残

疾儿童实施免费抢救性康复。县政府党组班子成

员分别深入所包乡镇人大代表联络站点，与代表

及群众面对面深入交流，对群众提出能解决的问

题现场办公、立即解决，一时难以解决的逐条梳理

研究、细化任务分解、专人跟踪督办、及时反馈答

复，并建立“一月一对接”长效机制，切实做到听民

声、畅民意、集民智、解民忧。

县纪委监委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作

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党员干部带头办实

事、解难题，落实各项目标任务及安排部署，持续

开展专项整治，督促相关部门解决好群众问题，打

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同时，拓宽完善“信、

访、电、网”立体受理体系，建立完善信访制度，信

访各环节规范化、制度化、程序化，真正做到了解

清、分析透、解决好群众诉求。

柳林镇党委扎实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

党员公益 1+1”实践活动，建立了“社区吹哨、党员

报到”工作机制，发出了“一个支部组织一周组织

一次为民服务活动，一名党员一月奉献一个小时

从事志愿服务”的号召。全镇党员领导干部带头

深入联系群众，聚焦群众所思所盼，推动问题解

决。全镇 21名科级干部走访调研 23个村，接待群

众 3457人次，收集梳理各类民生问题 67个，59个

问题已得到解决。组织开展“社区吹哨、党员报

到”创建活动，推动社区党员“亮身份、树形象、显

作用”，强化公仆意识和为民情怀。已有 136名党

员到社区报到，主动承担起信访调解、民政服务、

网格管理等公益工作。组织机关党员干部深入联

系村（社区）广泛开展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开

展环境卫生整治，清理乱堆乱建 35 处，清理垃圾

436 吨；完成 10369 所农村房屋隐患排查，城市住

房排查工作有序推进，关心关爱各类困难群众 16
名。

穆村镇党委坚持学习与实践同步推进，共梳

理“我为群众办实事”“我给百姓解解忧”“我给群

众跑跑腿”24项，已落实 5项；其中硬化路集中整

治、康前线拆迁安置、南山公园防火通道建设、志

愿者服务、疫苗接种、防范网络诈骗宣传、沙曲主

街管道铺设等均在积极实施中，切实把党史学习

教育转化为力行实践。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柳林县以“我为群

众办实事”实践活动为抓手，从党史学习教育中厚

植为民情怀，汲取奋进力量，不断增强了人民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李勤 景建红）

本报讯 为推动党史学

习教育深入开展，教育乡村

两级广大党员弘扬革命精

神，赓续红色血脉，传承红色

基因。近日，柳林县贾家垣

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13 个

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30 余人

赴六龙山烈士陵园开展“缅

怀革命先烈、重温光辉党史、

传承红色基因”主题党日活

动。

打卡“红色地标”，赓续

信仰之力。“青山有幸埋忠

骨，哀思无尽悼英魂”。六龙

山烈士纪念亭是柳林县贾家

垣乡辖区内一座高规格烈士

寝地，是县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乡村两级党员干部踏

着沉重步伐，缓缓走向革命

烈士纪念碑，向纪念碑敬献

鲜花；全体人员整齐肃立，向

长眠在陵园的革命烈士致

敬，深情默哀，用心感受革命

烈士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

伟大壮举；在庄严的烈士墓

碑前，大家认真瞻仰烈士的

英勇事迹，深切缅怀他们的

崇高精神。此次活动是柳林

县贾家垣乡“体验式”革命传

统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旨

在把党史学习教育课堂从室

内搬到户外，借助红色革命

遗迹“活教材”，让广大党员

干部重温党的历史、缅怀革

命先烈、矢志接续奋斗。

签到“情景课堂”，传承

理想之光。“松柏映故园，丰

碑耀九州”。在祭奠英烈活

动结束后，乡村两级党员干

部来到烈士纪念馆内，仔细

聆听红色故事，感悟先辈精

神，传承理想之光。参观过

程中，一幅幅珍贵的历史图

片、一段段感人的历史故事，

引起大家的强烈共鸣，仿佛

时间和空间在瞬间凝固，历

史和现实在此刻交融，神思

和情思从这里漾开。通过参

观学习，大家在追忆革命事

迹、追寻红色足迹、缅怀革命

先辈精神中进一步坚定了理

想信念，增强了历史责任感

和民族使命感。参观结束

后，81 岁的老党员郭秋英为

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仿佛又把大家带到了革命战

争年代。通过畅谈自身经

历、成长阅历、入党动机，讲

清了党员义务、党的宗旨，并

以一首脍炙人口的《东方红》

歌曲结束了党课。通过党课

学习，大家纷纷表示，今后工

作中要以“百姓心”当“百姓

官”，急百姓之所急，想百姓

之所想；要把“官字看小，民字放大”，做忠诚的

人民服务员；要用“百姓话”讲“百姓事”，努力

办好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真正为群

众注入获得感、托起幸福感、建起安全感。

重温入党誓词，回悟初心使命。在六龙

山纪念园内，全体人员高举右手，面向鲜红的

党旗庄严宣誓，重温入党誓词。大家以铮铮

誓言表达了向革命先辈学习的决心、坚守忠

诚于党的初心和不懈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的

恒心。通过简单而庄重的仪式，引领乡村两

级党员干部回望政治初心、勇挑使命担当，助

推大家以更大的热情、更饱满的精神状态投

入到各项工作中。

贾家垣乡通过开展“体验式”革命传统教

育，凝聚了全乡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高质量

发展的强大动力，激励了全体党员干部以

“拼”的精神“争”的劲头在新使命中勇挑重

担、在新征程中勇攀新高，不断推动党史学习

教育和全乡各项工作走向纵深。

（景建红 李小军）

柳林县教科局

为提高入党积极分

子政治素质，整体

提升教育工委党建

工作水平。四月十

八日，柳林县教工

委组织二百八十名

入党积极分子、党

务工作者，在贺昌

陵园开展“缅怀烈

士功绩，重温入党

誓词”活动。

王凤云 摄

本报讯 在全党如火如

荼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4
月 12日，柳林县三交政府镇

机关党支部全体党员、各村

支部书记、镇直机关党支部

书记、村第一书记赴刘志丹

纪念馆开展“缅怀革命先烈、

传承红色基因、共谱发展新

篇”党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

活动，表达对英雄烈士的崇

敬之情。

在刘志丹纪念园，三交

镇党委书记穆彦生、镇长白

二忠共同为刘志丹纪念碑敬

献花篮、整理缎带，全体党员

干部向抗战烈士三鞠躬、默

哀一分钟，向为夺取抗日战

争胜利和新中国成立作出巨

大贡献的英雄烈士表达深切

缅怀和崇高敬意。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

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在

鲜红的党旗下，全体党员在

穆彦生的领誓下高举右拳，

庄严宣誓，铿锵有力的声音，

回荡在纪念园的每一个角

落。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是最好的营养剂。这次

党史学习教育，让大家重温

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

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和使命，也激发了全镇党

员干部“奋斗百年路，起航新

征程”的坚定信心。

随后，大家一起瞻仰了

刘志丹纪念碑并庄严合影。

一行人先后参观了刘志丹纪

念馆、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

址、三交古街、东征纪念馆、

电影展览馆、李文才故居、红

军东征渡口、坪上遗址等场

馆，一张张历史照片、一件件

抗战实物、一幕幕实景呈现，

带领大家穿越时空隧道，重

返峥嵘岁月，讲述那段苦难

与辉煌的历史，感悟老一辈革命家们艰苦

卓绝、奋勇拼搏的革命精神，牢记他们为中

国革命事业付出的鲜血和生命，牢记新中

国的来之不易。

大家纷纷表示,每一次对英烈的缅怀,
都是一次精神的洗礼；每一次对英烈事迹

的回眸，都是信念的传承。我们要以革命

先烈为榜样，从他们身上汲取力量,更好地

在弘扬革命精神中攻坚克难，在赓续红色

血脉中开拓前行。 （李瑞文）

近一段时间以来，党史学习教育正在轰轰烈

烈地开展，很多单位的党员干部都选择来三交镇

刘志丹纪念馆缅怀革命先烈、重温入党誓词，了

解红色革命历史……

那么，三交镇有红色印记的地方您都去过

吗？

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三交镇的“红色景

区”，聆听红色故事，弘扬红色文化，传承红色

基因。

刘志丹纪念园

刘志丹将军是西北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

二十八军和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1936年 4月 14日在进攻三交镇的战斗中，不幸被

敌人机枪流弹击中前胸，壮烈牺牲。

刘志丹纪念园位于三交镇党家寨村鳌子圪

瘩。1986年至 1996年在省市县大力支持下，三

交镇修建刘志丹将军纪念亭、刘志丹将军六角

彩绘亭，并栽植松柏常青树，造林绿化面积达

一千余亩。2007年至今，进一步修建刘志丹纪

念馆、刘志丹将军汉白玉雕像、题词碑廊等。

刘志丹将军殉难处列入山西省第二批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刘志丹纪念馆列为山西省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山西省国防教育基地、山西省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吕梁市党员干部教

育基地。

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旧址

1936年 2月，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

黄河东征，21日，东征主力红一军团，一举攻克柳

林县三交镇（原属中阳县），2 月 26 日，经过毛泽

民、闫红彦等红军干部紧锣密鼓的筹划，再现三

交镇老爷庙戏台院召开千余群众大会参加的庆

祝“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选

举石滩则村威望较高的李文才担任主席，黄石山

同志担任副主席，高立山为军事委员，李文信为

财政委员，李凤鸣为肃反委员，刘忠杰为粮食委

员，建立了山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

中阳县苏维埃政府机关办公地址选在当时

的“当铺院”，即后来的三交旧粮站院，院内设有

红色政权各委员会办公室六处，还设有共青团、

工会、妇联等群团组织四处，游击队总部一处。

另外，在西南角设有牢房两处。

坪上村红军东征渡口遗址

正月二十八，红军结疙瘩。

沟口过的河，坪上往上爬。

民歌中唱的就是红一军团东征突破阎锡山

军队把守的黄河天险的故事。1936年农历正月

二十八日夜，红一军团全体指战员隐蔽在黄河西

岸的沟口村待命，晚上 9 时，红二师第五团第三

连 24 名战士组成先遣突击队，在曾国华连长带

领下分乘 8 只小木船从沟口出发强渡黄河。河

东阎军拼命向小木船射击，24名勇士冒着枪林弹

雨如猛虎般朴上河岸，占领了坪上村的山头，把

阎军的堡垒各个击破。当打到三交老爷庙时进

攻受阻，敌人一个班凭借老爷庙钟鼓楼居高临下

的有利地形，用两挺机枪疯狂扫射。张仁初团长

看到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心如刀割，秘密派遣两

个战士从后山迂回至老爷庙钟鼓楼背后，一举消

灭了敌人（至今钟楼下边仍然可见到许多子弹

孔）。至此，阎军 414 团杨贵有机枪营被全歼。

红一军团战士全部渡过黄河，占领了三交镇。

三交镇红军东征纪念馆

三交镇红军东征纪念馆坐落于三交古街南

端，由一个门厅、十一孔砖窑洞和窗顶上六间瓦

房组成。旧址始建于清光绪年间，传说为孝义大

富商所建，清末民初这里曾是三交村富商刘鹏的

当铺，名叫“三合成”。1936年 3月红军东征攻进

三交镇，曾是周恩来办公旧址。纪念馆共有三大

展厅，第一个展厅为苏维埃展厅，第二展厅为周

恩来路居处，第三个展厅为刘志丹将军纪念厅。

三交镇红军东征纪念馆，由当地红色文化传

承人李兵照同志创建。李兵照为了缅怀革命先

烈、传承红色文化，从 1981年始，起早贪黑、走村

串户，辗转于黄河两岸秦晋大地，一年四季风雨

无阻收集东征文物。二十春秋收集到红军东征

时期的图片、文件、信件、会议记录，东征将士用

过的衣物、武器、子弹、医疗器械以及东征将士们

东渡黄河时用过的羊皮筏子等一万余件，还收集

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文物和资料以

及明清时期反映当地风情民俗、民间艺术的文物

1000余件。

毛泽民筹粮旧址

东征红军占领三交镇的第二天，毛泽民同志

带领一部分陕北清涧干部来三交，住在“石鼓

院”，与闫红彦、黄石山等干部一起协助周恩来筹

建中阳县红色政权。

毛泽民主持安排红色政权建立之前，各工作

组的具体任务：由贺天云负责党务工作，建立农

村党支部；由黄石山负责政府工作，建立农民协

会；由贺建山负责青年团、妇联、工会工作；由闫

红彦负责扩充红军，动员青年参军抗日；他自己

负责后勤保障工作，筹集军粮。他一方面动员商

行富户捐粮，另一方面组织发动群众没收地主、

恶霸家的粮食和衣物，补充东征军粮的不足。当

时“石鼓院”内东、西、南房内储存征收的粮食达

数万斤。

毛泽民在周恩来领导下夜以继日地召开大

小会议，了解各工作组的进展情况，及时向周恩

来汇报。

三月中旬，阎锡山对东征红军进行疯狂反

扑，派重兵再次攻击三交镇。根据当时形势，党

中央决定将红色政权机关及干部撤回陕西，毛泽

民冒着生命危险亲自部署一船船军粮运送过黄

河，最后才撤离三交镇。

李文才故居

李文才（1890—1972），三交镇沙坪则村石滩

则自然村贫苦农民，受黄石山等人士的影响，在

东征前曾为陕北红军提供帮助。1936年红军东

征，攻克柳林县（原中阳县）三交镇后，李文才任

中阳县苏维埃革命委员会主席。他在三交镇受

到周恩来的接见指导，常背着布口袋流动办公，

被当地人称作“顺顺县长”，主要开展了以“扩红、

筹粮”为主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工作。两月之余的

公开斗争后，因形势变化转为地下工作，全家六

口人随红军西撤。在陕的四年期间，由周恩来介

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纪念这一革命历史，柳林县政府于 2015
年在复旧修旧的原则上，对其故居进行了修缮，

成为柳林县红色教育基地之一。

红色革命见证地——老爷庙

三交镇兴教寺，亦称老爷庙，原坐落于沙坡上

西端之黄河畔，为明清建筑风格。此地见证了红

军东征激烈战斗、山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的

成立、土地改革、培养莘莘学子等历史真实故事。

1936年 2月 21日（农历正月十八），红一军团

强渡黄河，占领了坪上村山头，把阎军的堡垒各

个击破。当红军战士打到三交龙王庙时，对面老

爷庙钟楼上阎军凭借居高临下的地形，用两挺重

机枪疯狂扫射，进攻一时受阻，张仁初团长目睹

一个个牺牲的战友，心如刀割，他秘密派遣两个

精兵从后山迂回至钟鼓楼背后消灭了敌人，占领

了三交镇。至今钟楼下面的子弹孔清晰可见。

1936 年 2 月 26 日 （农历正月二十三日） 也

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日子，周恩来第一次来

山西，在柳林县 （原中阳县） 三交镇老爷庙院

内召开千余人的大会，庆祝“中阳县苏维埃革

命委员会”成立，大会选举李文才为红色政权

主席，红色政权成立了红军游击队，建立了农村

党支部，发动群众斗争地主土豪，镇压反革命

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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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林县：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本报讯 4月 24日，柳林县家庭教育协会

第三次引进并举行爱自然生命力《父母专业

课研讨会》 。

柳林县家庭教育协会 2012年成立至今，

举办了家庭教育公益课程 400余场。协会本

着家庭教育新理念，改变传统父母的育儿思

维，让父母了解孩子的成长规律，智慧轻松地

陪伴孩子，让每个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协

会于 2018年引进爱自然生命力体系《卓越父

母专业课研讨会》，为柳林的家长提供了学习

提升的平台和便捷机会。

爱自然生命力体系是从和谐个人、和谐

家庭、和谐社会出发，把心理学学问与现实

生活完美结合的家庭教育体系，协会成立至

今持续的引进与输出，为美丽和谐柳林做出

了贡献。

（裴芳）

柳林县家庭教育

协会举行研讨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