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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积石山6.2级地震

（上接第1版）

聚焦主题主线
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强基固本

开春之时，市委党校涌动着浓郁的学习热潮。2023年2
月23日，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读书班在这里开班。

聆听报告、分组讨论、集体交流……市委各部委、市
级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市管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各区
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等，围绕主题深入学习思考，畅谈发展
举措。

从去年11月到今年5月，天津认真组织开展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
的二十大精神集中轮训，举办培训班、读书班700余期，实现
应训尽训全覆盖。

拥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的根本优势、制胜之道，也
是广大干部的立身之本、履职之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是做
好一切工作的“指南针”“金钥匙”“定盘星”。

天津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作为干部教育培训的首要任务，贯穿教育培训全过程、
各方面，持续推动大学习、大教育、大培训、大普及。

每年举办局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读书班，组织
开展处级及以上领导干部常态化学习培训，系统学习、贯通
领会党的创新理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高水平举办20
期全市干部学习大讲堂，示范带动各区各部门各单位同步
举办，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
品牌。

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结合开展党内集中教育，
组织干部认真研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与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天津工作“三个着力”重要要求和一系列重要指示
批示精神贯通起来，带着政治站位学、带着深厚感情学、带着
强烈责任学、带着良好作风学、带着行动自觉学，推动学习教
育往深里走、往心里走、往实里走。

加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培训师
资队伍建设，深入研究党的理论教育教学规律。市委党校专
门打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12”课程体
系，讲全讲准、讲深讲透党的创新理论，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
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

突出政治训练
着力提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干部干好工作所需的各种能力
中，政治能力是第一位的”。干部教育培训本质上是政治教
育、政治培训，必须突出旗帜鲜明讲政治的要求，把提高政治
觉悟、政治能力作为重中之重。

构建完善以党的理论教育和党性教育为主要内容的政
治训练体系——

市、区两级党校主体班次设置“党性教育”教学单元或开
设党性教育课程。红桥区打造展现爱国人物红色主题教室，
蓟州区依托盘山烈士陵园等资源开发精品教学课程，政治训
练的感染力、震撼力、穿透力不断增强。

深入挖掘红色资源的时代价值，精心打造周恩来邓颖超
纪念馆、平津战役纪念馆、觉悟社等15个具有天津特色的党
史党性教育现场教学点。宁河区打造“重走方舟路”红色教
育基地，形成沉浸式、体验式的研学路线。

注重把新时代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先进事迹搬上课
堂，用最现实、最生动的身边人、身边事教育干部，激发情感
共鸣和价值认同。充分发挥反面典型案例警示教育作用，用
好各级警示教育基地，强化警示震慑。
坚持把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成长全周期——
统筹安排区、街道（乡镇）党政领导班子成员每2至3年到

党校、干部学院至少接受1次系统的党的创新理论教育和党性
教育，每年在市委党校举办局、处级干部进修班、任职培训班。

强化“一把手”政治培训，有计划地选调区和市级机关、
国有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到党校、干部学院参加专题培
训。市委教育工委每年安排100名左右的高校院系党组织书
记参加示范培训。武清区实施“一把手”政治能力提升工程，
举办集“理论研学、党性修身、思维拓展、知能并进”于一体的
进修班。

结合开展“瞪羚淬炼”“雏鹰培育”，分类分级开展年轻干
部培训。分批选调900余名局、处级优秀年轻干部参加市委
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各区各部门各单位有计划、分
步骤安排年轻干部参加专题培训和实践锻炼，举办中青年干
部培训班100余期。

河东区建立200余个年轻干部学习小组，举办“琢璞计
划”系列讲堂，邀请专家学者、业界大咖、领导干部讲授专题
课程，有效拓宽培训广度、提高培训质效。
坚持把政治训练贯穿干部教育培训全过程——
完善干部培养帮带机制，党委（党组）负责同志讲好“开班

第一课”，严肃培训期间党内政治生活，开展党性分析、过“政治
生日”、重温入党誓词等，锤炼党性修养、提高政治觉悟。

河西区在青干班开设军事训练，在作风锤炼中淬炼理想
信念。南开区、北辰区分别组织赴焦裕禄干部学院、浙江红
船干部学院等开展沉浸式现场教学。市人社局持续开展“青
年干部在一线”活动，推动年轻干部服务基层、服务群众。

强化履职能力培训
培养造就敢闯敢干、善谋会干、真抓实干的优秀干部

干部教育培训的基本功能，就是培养造就想干事、能干
事、干成事的人。

天津紧扣党中央决策部署，聚焦服务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项行动”，深入实施干部专业素养提升计划，举办京津冀
协同发展、制造业立市、乡村振兴、基层治理等专题培训班，
着力提高广大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本领、服务群众本领、防
范化解风险本领。

滨海新区聚焦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举办生命科学、自主
信创、新能源与新材料等专题培训班。市应急局结合专业特
点，开展执法能力、应急救援、灾害防治等47期专题培训。

拓宽培训渠道，持续优化“部委办局+党校”办班模式，每
年在市委党校举办30期左右市管干部专业化能力培训班，会
同市级机关工委每年在天津大学举办10期处级干部专题研
修班。积极探索与京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的合作，和平
区、河北区、市国资委利用广东、浙江等地优质资源，举办经
济高质量发展等专题班。

坚持“干而论道”，积极邀请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基层干
部、先进典型等授课，让懂政策的人讲政策、有经验的人谈经
验、会方法的人教方法。市委政法委牵头举办政法干警“同
讲一堂课”系列活动，紧扣执法司法实践中重点难点问题，安
排业务骨干进行解惑答疑。

紧贴业务实操，灵活安排研讨式、案例式、模拟式、体验

式教学，变“大水漫灌”为“精准滴灌”，着力提高培训的针对
性、有效性。西青区、静海区坚持以学促干，组织优秀年轻
干部在招商引资、环境治理、防汛抗洪等急难险重一线“攻
营拔寨”。

完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不断增强教育培训的时代性、系统性、针对性、有效性

高质量教育培训干部、高水平服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离
不开完善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作支撑。

那么，如何构建完善的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关键在坚持
多措并举、综合施策，真正做到硬件软件一起抓、同提升。
——推进培训机构建设。市委高位推进市委党校扩建工

程，推动部门行业党校整合，资源配置不断优化。强化市委党
校对全市党校系统的业务指导，完成16家区委党校办学质量
评估，以评促改、以评促建。津南区高标准完成区委党校新校
园改造并投入使用，进一步改善了办学条件。
——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每年举办中青年教学骨干和党

校系统师资培训班，选派40余名教师到基层一线实践锻炼。
积极推进领导干部上讲台，市领导以上率下，形成“干部教、教
干部”的浓厚氛围。东丽区、宝坻区选聘一批兼职教师，打造
专兼职结合的教师队伍。
——深化共建共享。实施干部教育培训“三百”工程，推

选百名优秀教师、评选百门精品课程、遴选百个典型案例。依
托互联网建立全市干部在线学习平台，上线网络课程3000余
门。建成“网络培训+综合管理+电子档案”三位一体的综合
管理服务平台，实现培训计划生成、组织调训、学员考核、教学
质量反馈全流程信息化管理。
——坚持从严管理。大力弘扬学习之风、朴素之风、清朗

之风，出台《关于加强重点班次跟班管理工作的实施办法》，选
派市委组织部干部到中青班等重点班次跟班学习，加强对学
员的日常考察和管理。坚持党校姓“党”，严肃讲堂纪律，对教
学活动开展全过程监督。

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伟业，干部教育培训大有可为，也
必将大有作为。天津将紧紧锚定党的二十大作出的战略
部署，担当起使京津冀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
示范区的职责使命，忠诚履职、奋发进取，不断开创新时代
天津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新局面，为实施推动高质量发展
“十项行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作出新的更
大贡献！

新华社兰州12月20日电（记者 王铭禹）记者20日
从甘肃省抗震救灾指挥部积石山6.2级地震新闻发布会
获悉，截至19日下午3时，甘肃省救援工作已基本结束，
工作重点将转为伤员救治和受灾群众生活安置。甘肃
省将持续做好抗震救灾各项工作，确保群众生命和财产
安全。截至20日上午9时，积石山6.2级地震已造成甘肃
省113人遇难，782人受伤。

本报讯（记者 王睿）积石山6.2级地震牵动人心。昨
日，天津东西部协作和支援合作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
津甘两地相关部门，实行前后方联动，合力向地震灾区提
供救灾资金及物资。

天津市对口支援甘肃前方指挥部捐赠20万元资金和价值
5万元的急需救灾物资，天津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各单位进入临
战状态，随时准备执行救灾物资调拨任务，目前，6辆载有2000
个取暖炉的运输车已启程奔赴灾区。与此同时，天津市甘肃商
会向300余家会员企业发出倡议书，组织捐赠棉帐篷、棉被、棉
衣、棉鞋、活动板房等；灏麟（天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向灾区捐
赠自主研发的氯化钠注射液等医疗物资，价值近1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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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记者20日从财政部获
悉，针对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地震，造成甘
肃、青海部分地区农业设施大棚、畜禽圈舍、水利工程
设施损毁情况，财政部19日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
紧急下达甘肃、青海两省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
金2.2亿元，支持两省做好地震灾损农业生产设施大
棚、畜牧水产养殖圈舍、水利工程设施修复等相关救
灾工作。

中央财政紧急下达2.2亿元资金
支持地震灾区做好农业及水利救灾工作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天津市红十字会密切关注灾情，迅速作出反应，昨日，紧急筹措1000件羽绒服发往甘肃临夏

州，用于受灾群众的防寒。 本报记者 王倩 摄

12月20日，在青海省民和县官亭镇，4岁的斗英

杰在拉面摊上吃面。 新华社发

12月20日，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所属第941医院专家医

疗队赴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灾区后，立即组织送医送药巡

诊工作。 新华社发

为了乡亲们能吃碗热面

35岁的马俊海家住青海省海东市民和县官亭

镇。在积石山6.2级地震中，马俊海家中经营的拉面馆

与瓷砖店受损。地震发生后，马俊海和家人顾不上抢

救受损的财产，而是忙着帮助邻居们开展自救。

12月20日一早，马俊海和家人购买了20袋面

粉，在受损的店铺前支起锅灶，为乡亲们免费做拉

面。小小的拉面摊，人手也越来越多，邻居和亲戚们

也过来一起帮忙，和面、拉面、调汤、盛面……一碗又

一碗热气腾腾的拉面送到了乡亲们的手中，驱走冬

日的严寒。

“虽然家里损失不小，但平日里都是周围的乡亲

们帮衬生意，现在大家受灾了，我们应该尽自己的

力量帮助他们，就是为了乡亲们能吃碗热面。”马俊

海说。 据新华社电

12月20日，在积石山县柳沟乡人民政府院内，工作人

员为安置点装运救灾物资。 新华社发

甘肃救援工作基本结束

天津援甘前后方捐资捐物

强基固本增效赋能 为推动天津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保障

闻令而动 勇挑重担

—— 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彻落实
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全力投入抗震救灾

积石山6.2级地震发生后，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坚决贯
彻落实习近平主席重要指示，积极配合地方开展抢险救
灾，尽最大努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8日23时59分，强震袭来。武警甘肃总队临夏支
队官兵被震感惊醒，很快察觉到情况异常，迅速按照抢
险救援预案集结准备。震后不到1小时，小队长霍星宇
带领由10余名特战队员组成的先遣分队向灾区进发。
这支队伍里，一半以上是党员。

几乎同时，西部战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官兵也集
结完毕。某连连长孙德松说：“抢险救灾物资不是临时
收集的，而是平时就装备在车上以作战备。接到战区出
动指令后，我们便第一时间出发了。”

西部战区快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
一道道指令直达部队，一支支力量奔赴灾区——
甘肃省军区、青海省军区依令组织官兵、民兵向灾

区集结，根据任务划分分组赶赴各点位投入抢险救灾。
特别是在通往灾区的各个交通要道，看到官兵、民兵昼
夜坚守，确保过往物资人员顺利通行。

西部战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约300名官兵冒着余
震，通过落石地段、克服积雪打滑，挺入震中。“地震黄金
救援时间一般为72小时，但此次地震位于高原高寒地
区，压缩了生命救援时间。我们必须快些、再快些。”现
场指挥员对官兵们说。

武警甘肃总队570余名官兵、60余台车辆抵达积石
山县8个村后，担负搜救、转运伤员、疏通道路和搭建帐
篷等任务。寒冷的夜晚，从废墟中被救出的孩子披着军
大衣，安稳地趴在战士的背上。

西部战区空军闻令而动，出动1架运-20飞机搭载
人员、车辆物资共计14吨飞赴灾区，派出无人机、直升机
进行空中侦察，提取多条高价值信息，为抢险救灾科学
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20日12时30分，西宁联勤保障中心所属卫勤及运
输应急备勤力量130余名官兵奔赴灾区，执行饮食、医疗
及宿营、取暖、淋浴等保障任务，保障前线官兵和受灾群
众吃饱穿暖。

截至20日19时，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出动3200余
人，累计转移安置群众7700余人，救治伤员71人，疏通道
路12.6公里，搭建帐篷1218顶，转运物资2600余吨，清理
堆积物157余方。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0日电

本报讯（记者 王音 徐杨 宋德松）守望相助，共克时
艰。12月18日23时59分，甘肃临夏州积石山县发生6.2级
地震。天津人民的心牵挂着震区灾情，牵挂着受灾群众的
安危冷暖。昨天，我市社会各界迅速响应，积极组织捐款
捐物，支援当地抗震救灾工作。

天津市慈善组织迅速行动。截至12月20日16时，全市慈
善组织募集款物合计181.71万元。其中，天津市妇女儿童发
展基金会捐赠资金10万元和价值74万元的物资；天津市天士
力公益基金会捐赠资金50万元；天津市凯尔翎公益基金会捐
赠价值30万元的物资；天津市慈善协会筹集资金17.71万余元。

地震发生后，天津市红十字会密切关注灾情并迅速作
出反应，昨天上午将紧急筹措的100箱共1000件羽绒服紧
急发往甘肃临夏州，用于保障受灾群众防寒。

市红十字会赈济救护部部长吴军介绍，由于当地最低
温度在零下十几摄氏度，急需棉服、羽绒服等保暖衣物，以
及取暖炉等可在帐篷里取暖的装置，另外还需要清真食
品。我市长期关注公益事业的爱心人士立即捐赠了1000
件羽绒服，市红十字会联系物流企业第一时间将救灾物资
发往甘肃临夏州

为发扬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传统美德，大

力支持灾区群众渡过难关，市红十字会昨天还发布了捐赠款物
联系方式。银行汇款户名为天津市红十字会，银行账号为
0302010229300096148，开户行为工商银行天津金街支行；邮局
汇款收款人为天津市红十字会，地址为和平区陕西路16号，邮
编为300020；现场捐赠地址为和平区陕西路16号（与多伦道交
口）。另外，企业、市民也可以通过“博爱通”手机小程序捐赠，
点开手机微信小程序搜索“博爱通”，进入后选择“博爱物资捐”
或“博爱资金捐”（需先注册登录），然后再点击进入“博爱通”。

灾情牵动着千里之外天津妇女姐妹的心。天津市妇联党
组高度重视，第一时间联系甘肃省妇联了解灾情和需求，联合
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启动募捐工作，同时紧急拨付
10万元救援资金，用于帮扶救助受灾妇女儿童家庭。由天津
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单位——天津老美华鞋业服
饰有限责任公司紧急捐赠的首批救灾物资，价值74万余元
3500件五暖贴片套装、四暖棉裤、棉鞋、鹅绒马甲等御寒保暖
物品，已经准备到位，准备运往灾区。与此同时，天津市妇女
联合会、天津市妇女儿童发展基金会已开辟抗震救灾募捐通
道，希望全市广大妇女姐妹和家庭及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积极
行动起来，奉献一份爱心，为受灾害影响的妇女儿童家庭、一
线抢险救灾人员志愿者等送去支持、温暖和力量。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守望相助共克时艰
——天津社会各界迅速响应积极捐款捐物支援抗震救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