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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 坚定信念
确保意识形态领域安全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
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如果历史观错
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
北辙、走入误区。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

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
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
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对于夸大党史
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

击党的领导，将党史事件同现实问题刻意勾连、
恶意炒作等错误倾向，要引起高度警惕。



一、党史学习教育和意识形态工作的关系

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实现意识

形态安全，需要学好党史、用好党史。

通过全方位多层次手段宣传党的历史，

扩大在各个领域的传播力和引导力，则

是最有力最有效的途径。

有助于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

要通过党史学习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

部和人民群众的价值取向，以群众喜闻

乐见方式宣传党的历史，用党史说话，

让史实发言，让亡我之心图谋破碎，让

颜色革命彻底破产。

有助于扩大意识形态舆论阵地的话语权

涉党史意识形态工作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大党建”工作
的重要内容。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新时代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不可或缺、不可替

代的重要一环。



二、新形势下学习党史的重要性

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

要回到历史当中去寻找答案。

需要知道

★

◆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们的过去是什么，现在是什么。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为什么要坚持社会主义制度？

◆为什么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



★ 在现实的条件下学习党的历史的重要意义

要增强我们的历史自信，就是看看我们党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有了这样一个

历史的自信，才能增强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要把握历史的规律。学党史并不仅仅是要了解历史上的知识，我们学习历史

就是为了借鉴历史、资政育人、以史为鉴。

要传承我们党的优良作风。

二、新形势下学习党史的重要性



爱护珍视党的历史，是我们正确学习和认识党的历史最深厚的情感基础。

三、要带着感情去学习和认识党史

★

应该去读严肃的、严谨的党史基本著作，就是以前我们所说的党史的正史。

★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

“要把学习党史同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

来，同解决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开展好“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把学习成效转化为工作动力和成效，防止学习

和工作‘两张皮’。”

党史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明理、增信、崇德，最终都要落脚到力行上。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从 实 做 好 水 文 “ 十 四 五 ” 规 划

规划科学是最大的效益，规划失误是最大的浪费，规划折腾是最大的忌讳。
大到国家，小到个人，都要有目标，有规划。

要充分认清中小河流站网密度不足、预报
能力偏弱等短板，扎实编制落实“三个规划”，
不断提升水文测报和信息服务自动化智能化水
平，实现全省水文站网密度赶超台湾、日本以
及全省有防洪任务的县和乡镇站点全覆盖、监

测全自动的既定目标，更好为水利和社会发展

提供有力的水文信息支撑。

“三个规划”

•水文现代化

•预测报能力提升

•水利工程带水文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坚 持 “ 人 民 至 上 ” 理 念

虽然水文工作并没有直接与人民群众接触，但是水文工作的成果与人民群众的

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因此需要我们始终把人民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用我们的

辛苦指数换取群众的幸福指数，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的绝对忠诚。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坚持人民

至上、生命至上，切实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

因此，我们将坚持把服务防汛作为重大政治责任。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对竹岐、石砻、陈大、浦南、麻沙等5个水文站实施整体改造，向

水利部申请新技术应用国家示范水文站，率先打造一批具有示范作用的现代

化样板水文站，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引领水文新技术应用和

水文测站提档升级。

积极引进未来2小时短临智能网格预报，不断加强小流域洪水预报

研究，加密雨水情信息的监测和分析研判，及时衔接预报、预警、预演、预

案“四预”措施，确保防汛指挥决策提供可靠依据，为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保障。

坚 持 “ 人 民 至 上 ” 理 念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不 断 推 动 水 文 改 革 创 新

创

新

➢广义：无论在革命、建设还是改革中，都需要有创新精神。

➢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宣誓《训词》：“智勇坚定，排难创新，

团结奋斗，不胜不休”。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更加明确和系统地提出创新的要求，强

调“一个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难以屹立于世界先进民族之林”。

➢党的十八大之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进一步提出了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党的十九大，突出要求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

要学习党史上的改革创新精神，加快创新步伐，迎难而上，不断走出水文发展新路子。



四、学习党史的目的是服务现实

不 断 推 动 水 文 改 革 创 新

要全力推进水利工程带水文，通过专用水文站建设导则和专用水文

站建设运行管理办法，努力推进专用水文站建设，真正实现水文站点纳入水利

工程建设中同步规划、同步审批、同步实施。

要认真按照李国英部长“构建与现实的水利工程体系匹配的数字化

映射，在数字化映射中实现‘四预’”的工作要求，切实抓好水利部河湖水文

映射试点工作，实现覆盖全省的数字化流域以及洪水过程、水工程调度、淹没

等数字化模拟，为防汛指挥决策提供更加精准和丰富的信息服务。



同志们，当前，党史学习教育正在如火如荼的在全党上下开展，
我们要立足近代以来180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立足中
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发展，深入学习、大力宣传改革开
放40多年的伟大实践、新中国成立70多年的持续探索、五四运动以
来100多年的民族觉醒，深入学习、大力宣传党的不懈奋斗史、理

论探索史、自身建设史，深入学习、大力宣传我们党的光辉历史、
伟大成就、宝贵经验、光荣传统、优良作风，通过党史学习教育，
弄清楚我们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从而凝聚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实现福建水文高质量发展的信心。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