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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贾远平）中国文化

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7月5

日下午，记者从“中华传统文化在崖

州”组委会办公室第一次会议获悉，

三亚将开展“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

系列活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刘耿主

持会议并讲话。

“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活动主题

为“弘扬传统文化 助力自贸港建设”，

包括2023癸卯年祭孔大典、崖州文化

研讨会、非遗系列活动“龙王祭俗”、

崖州孔庙开笔礼、2023三亚世界儒商

大会等系列活动。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和根基，崖州

历史文化是三亚历史文化的魂和根。

三亚历史文化是崖州千年历史文化的

传承和延续，源远流长。

“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系列活动

将依托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优

势，深入挖掘千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关于治国理政、家国情怀、民本思想、家

教家风、文学创作等方面的丰富元素。

系列活动将探索以人民群众喜闻

乐见的形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

化，推动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并与

招商活动相结合，打造具有海岛特

色、开放视野、时代价值等自贸港建

设鲜明印记的标志性文化体验，夯实

三亚文化根基，不断提高三亚的文化

软实力，助推三亚经济社会发展。

刘耿指出，要强化思想认识，切实

增强开展系列传统文化活动的责任感

和使命感；要严格组织实施，确保系

列活动圆满成功；要注重协同作战，

形成有效的工作合力。

林有炽、孙雷等出席会议。

傍晚时分，在崖州区古城少司
徒广场，几十名党员干部和村民、学
生代表整齐地坐在一起，聆听一堂
独具特色的宣讲，铿锵有力的话语
让大家倍感振奋。将宣讲课从会议
室搬到文明门下，是崖州区理论宣
讲创新出彩的一个生动实践。

近年来，崖州区立足本土特色，
创办“文明门下大讲堂”宣讲品牌，
在延伸宣讲阵地、扩大宣讲队伍、充
实宣讲内容、丰富宣讲方式等方面
下功夫，通过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
宣传宣讲活动，向广大人民群众提
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化的主题宣
传宣讲，组建了领导干部、专家学
者、先进典型示范、优秀青年等宣讲
队伍，将理论宣讲送到基层一线，推

动党的创新理论和惠民政策在基层
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领导干部带头发挥“关键少数”
引领作用。由区领导带头，紧扣理
论政策的重点、社会生活的热点、群
众的关注点，把党的声音传播到基
层，带动各级党员干部在讲中学、在
学中干。同时，注重理论宣讲的专
业性，携手三亚权威宣讲团队，通过
党建共建与海南热带海洋学院马克
思主义学院达成教学资源对口帮扶
合作，建立“文明门下大讲堂”常邀
嘉宾库，并广泛吸纳各行各业的成
功人士、道德模范、致富能手等加入
到宣讲队伍中来。

“文明门下大讲堂”聚焦推进新
时代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大主题和

聚焦关系群众柴米油盐、衣食住行
的小话题，围绕身边人、身边事、身
边理，通过现场访谈、好人好事事迹
宣传、各类知识讲座、公益宣传等方
法和途径，把来之不易、实实在在的
发展成就展示给群众，把干事创业、
开拓进取的信心和决心传递给群
众。

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吉阳
区博后村党支部书记苏少洪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党建引领 助力乡村振兴”主
题，为党员干部和群众带来了乡村
治理的先进经验；海南热带农业与
农村经济研究院柯佑鹏教授用通俗
易懂的语言，讲解2023年中央一号
文件内容，把“文件语”变成了通俗

易懂的“群众话”……
此外，举办“崖州民歌”歌唱党

的二十大、“军话民谣”歌唱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等富有本土特色的文
化文艺宣讲活动，打破枯燥的传统
宣讲模式，真正在多措并举中擦亮
基层思想政治阵地极具魅力的“创
意招牌”。

一堂堂生动的宣讲、一场场精
彩的文艺演出，传播党的理论、阐释
政策主张、回应群众关切、满足群众
需求，凝聚起广大党员干部踔厉奋
发、勇毅前行、团结奋斗的澎湃力
量。

弘扬传统文化 助力自贸港建设

三亚将开展
“中华传统文化在崖州”系列活动

党建引领·乡村振兴

开启“户外党课”新模式

崖州区打造“文明门下大讲堂”
宣传宣讲品牌

本报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吴晓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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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 者 陈超全 实习生

周准）7月5日，吉阳区首批乡村振兴

“专家人才服务团”下基层启动仪式

举行，8个专家人才服务团的代表现

场对接8个定向服务村主要负责人。

据了解，选派乡村振兴专家人

才服务团是吉阳区委、区政府深入

贯彻落实 2023 年中央、省委一号文

件精神，充分发挥专家人才在乡村

振兴战略中的带头作用，发展壮大

村级集体经济，推动乡村产业、人

才、文化、生态、组织全面振兴的重

要举措。

此次选派，吉阳区委、区政府根

据各村人才需求和产业规划，采取

单位推荐、定向邀请、个人自荐等方

式，聘请薛为政、刘朝晖、贾朋社等8

个专家人才服务团，定向服务大茅、

田独、六盘等8个村。

“在大茅村帮扶期间，我将根据

工作部署，做好‘加法’和‘减法’。”

海南省南繁管理局办公室主任薛为

政表示，将努力寻求多方人才、资

金、项目等资源，扶持大茅村产业发

展；协同专家人才服务团做好服务，

破解大茅村发展难题。

“我相信，在一个专业人才服务

团点对点服务一个村庄的‘1+1’模

式下，专家人才能够充分发挥专业

优势，帮助六盘村有效破解产业发

展难题，持续推动文旅、休闲、康养

等产业发展，打造旅游价值链。”六

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创

俊说。

吉阳区首批乡村振兴“专家人才服务团”下基层

8个专家人才服务团
点对点服务8个乡村

本报讯（记者 张慧膑 通讯员
张秋）“有很多的人走进梅山革命史

馆，虽然很忙，但我很欣慰。”在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2 周年之际，三亚梅

山革命史馆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

者。作为馆长，孙诚不停接待的同

时，还要准备、更新相关资料。据统

计，7月 1日-3日，累计有38个省内

单位，共 1000 多人走进梅山革命史

馆，追寻红色记忆，传承红色精神。

“革命战争年代，无数梅山人和

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铸就了辉

煌的历史，见证了新中国的成立

……”跟随着讲解员的步伐，一波又

一波党员干部认真观看陈列的图文

资料、革命文物、烈士遗像等珍贵

资料，沿着红色的历史足迹，了解

革命先辈的光辉事迹和感人故事，

传承琼崖革命精神。

“走进梅山革命史馆，仿佛翻开

了一部尘封了 50多年的历史书卷，

近距离感受先辈们在艰苦卓绝的环

境里坚持斗争的革命精神，也更加

坚定我的理想信念。”崖州区一名党

员说。

据了解，梅山地区曾是崖县抗

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革命根据

地，梅山革命史馆是“二十三年红旗

不倒”琼崖革命精神的缩影，是中国

共产党人在血雨腥风中浴血奋战的

真实记录，也是传承党的革命精神

和优良传统的鲜活载体。梅山革命

史馆于 2006 年 12 月 26 日建成开

馆，坐落于崖州区梅山中学内。史

馆占地 5000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3500 平方米，馆内设有梅山革命史

展厅、党员宣誓馆（中共党史展厅），

海南党史、三亚党史长廊等。

追寻红色记忆 传承红色精神

三亚梅山革命史馆
3天接待上千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