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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信自强，守正创新：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
 赵文能

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是云南各族人民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开展学习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的题中应有之义。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

要以高质量的人才队伍建设为重要保障，以努力将云南建设成为我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

区、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为主要任务，奋力谱写好中国梦的

云南篇章，展现新时代云南新气象。

　　牢记初心使命，领悟党的二十大精神思想伟

力，为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凝聚强大力量

（一）以史实为依据，坚持实事求是，杜绝历史虚

无主义

首 先 ， 务 必 要 坚 持 以 党 的 三 个 历 史 决 议 为 遵 循 ，

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

正确看待和宣传党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会议、重要人

物 ， 坚 持 实 事 求 是 ， 旗 帜 鲜 明 地 反 对 历 史 虚 无 主 义 。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

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1]从而更加坚定、

更加自觉地践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的初心使命。

其次，要聚焦云南历史文化、民族传统与云南当前

发展实际，将历史文化与现实需要相融合，坚持守正创

新，贯彻落实好党的二十大精神和“3815”战略发展目

标，谱写好中国梦的云南篇章。

（二）领悟思想伟力，激发奋进力量

先进的思想文化一旦被群众掌握，就会转化为强大

的物质力量。[2]党的二十大的胜利召开，为未来的发展举

旗定向。云岭大地上迅速掀起了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的

热潮，同时恰逢全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这为讲好“云南故事”提供

了良好的机遇。

首 先 ， 要 切 实 抓 好 学 习 培 训 。 用 好 干 部 教 育 培 训

机制和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形成的良好机制。当

前，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社会科学院、

高校、理论学习中心组等要把贯彻学习党的二十大精神

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作为必

修课、常修课，使其成为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研究、宣传的重要阵地，推

动引导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入研讨学习。

其 次 ， 要 以 人 民 群 众 喜 闻 乐 见 的 方 式 创 新 宣 传 形

式 ， 推 动 形 成 正 面 舆 论 强 势 。 再 者 ， 深 入 开 展 研 究 阐

释。将党的二十大新思想新理论与云南特色、民族文化

和发展实际相结合，开展学术科研论坛、开设研究专栏

等交流研究成果，深化思想认识。同时邀请权威专家学

者 深 入 解 读 ， 加 强 正 面 引 导 ， 回 应 社 会 和 人 民 群 众 关

切。多方面多角度全方位同向发力，让党的二十大精神

在云岭大地上入村入户，推动党的二十大的各项决策部

署在云南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汇聚起推动云南高质量

跨越式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

　　聚焦主责主业，打好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组合

拳，为讲好新时代“云南故事”绘就清晰蓝图

（一）奋力夯实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和边疆稳定的

样板建设工作

在新时代过去的十年，云南民族建设工作取得了巨

大成就，省内11个“直过民族”和人口较少民族实现第

二次“一步跨千年”，边疆各族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稳步

提升。但距离建设成为民族团结边疆稳定的样板仍有很

大差距，需要全省各族人民持之以恒接续奋斗。

第一，要牢牢抓实党对民族工作的绝对领导权。民

族工作能不能做好，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的领导是不是

◎云南省党内法规研究中心课题“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人才工作的主要经验及现实启示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

2023YNDXXJ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