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之愈深，知之愈明，行之愈

笃。 连日来，贵阳贵安第二批主题

教育参学单位通过主题教育读书

班集中学习，以集体学习、个人自

学、交流研讨等方式，全面系统学

习和领会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

髓要义和实践要求，努力在以学铸

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

上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南明区迅速部署、 精心组织，

制定区委常委会、县级领导班子主

题教育读书班实施方案，31 名县处

级以上领导干部参学，采取个人自

学、专题辅导、交流研讨相结合的方

式开展学习，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所

蕴含的政治伟力、思想伟力、理论

伟力、实践伟力。 在领导干部领学、

带学、促学的同时，南明区坚决抓

实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 坚决抓实党组织和党员学习，

确保主题教育各项任务扎实推进、

取得实效。 目前，全区 88家参学单

位已完成两次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各基层党组织已及时将学习资

料发放到位；31 个基层党委、40 个

党总支、1397个党支部已完成学习

方案（计划）的制定；1397 个党支

部完成两次集中学习讨论。

观山湖区通过扎实举办好主

题教育读书班，用活用好原原本本

自学、专家学者讲学、专题辅导领

学、小组交流互学、集中研讨共学、

建章立制常学“六学联动” 机制，

开展 9 次个人集中学习、3 次交流

研讨、两次专题辅导、1 次理论学习

中心组研讨。 同时，观山湖区坚持

以上率下学习，县处级以上领导干

部认真制定个人学习计划；成立区

委主题教育办临时党支部，开展集

中学习两次；78 家一级参学单位，

29 个基层党委、36 个党总支、660

个党支部，均按上级要求完成学习

贯彻、安排部署、方案制定、学习研

讨等任务。 为确保常态长效，观山

湖区各党委（党组）通过落实“第

一议题” 制度、理论学习中心组学

习制度等，持续深入学、及时跟进

学； 各基层党支部依托 “三会一

课” 、主题党日、网络学习平台等，

推动政治理论学习常态化，不断巩

固学习成效。

白云区突出“学、质、效” 办好

读书班， 采取 “五学”“五定” 方

式，专门制定学习计划，细化学习

内容、学习日程、学习方式，区委常

委会领导班子带头举办读书班，采

取个人自学、专题辅导和交流研讨

相结合的方式全面系统学、深入思

考学、联系实际学、及时跟进学，通

过“定责、 定员、 定时、 定点、定

制” ，形成“严格作息时间、全过程

参与、考勤签字、封闭管理” 的学习

模式，提高读书班学习质量。

全区 31 名县处级领导干部分

为两组开展学习， 实现全覆盖，通

过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坚持不

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凝心铸魂。

花溪区以读书班为载体坚决

打牢思想根基和理论根基，扎实开

展两次专题辅导，进一步增强花溪

区党员干部开展主题教育的思想自

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认真组织

开展个人自学，41 名县处级以上领

导干部分为 3个学习小组在区委党

校开展集中自学，更加深刻领悟贯

穿其中的政治品格、价值追求、精神

境界、作风操守，真正把学习成果转

化为谋划工作的新思路、新举措；通

过 3次交流研讨，着力在思想上、政

治上、行动上找差距、补短板、强弱

项，永葆政治本色，强化使命担当，

为不断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花溪实践

新篇章注入强大动力。

乌当区聚焦县处级领导干部

这个“关键少数” ，将全区副县级以

上领导干部纳入区委常委会暨区级

领导班子读书班，采取“个人自学 +

集中自学” 的形式，制定乌当区委

常委会开展主题教育学习计划和参

学人员个人学习计划， 先后开展 6

次个人自学、8 次集中学习、3 次分

组研讨、1 次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

研讨、两次专题辅导。在举行区委理

论学习中心组集中研讨会后，研讨

会还延伸至四大办、乡（镇、街道）、

区直部门、区属学校，扩大辅导对象

的覆盖面，有效避免相关资源不足、

多头重复举办等问题，进一步提升

基层党组织书记的政治素养、履职

能力和业务水平。

双龙航空港经济区扎实有序

推进主题教育， 高质量办好读书

班， 经济区党工委、 管委会班子 8

人和相关部门 12 名县处级干部紧

紧围绕学习目标，制定详细合理的

个人自学计划，坚持坐下来静下心

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以“集中 +

自学”“专题 + 辅导”“交流 + 研

讨” 的方式，开展 3 次分组交流研

讨、两次专题辅导和 1 次理论学习

中心组集中研讨会，持续深化理论

武装。 深化调查研究，结合经济区

“两主一特” 产业发展方向和实

际， 围绕着力解决一批发展所需、

改革所急、基层所盼、民心所向的

问题，经济区党工委领导班子成员

每人领题 1 个调研课题，同步制定

调研计划、启动专题调研工作。 深

入检视整改，统筹抓好中央、省委

明确的“3+6” 专项整治，经济区党

工委领导班子检视问题 13 个，制

定整改措施 17 条； 领导班子成员

及县处级领导干部检视问题 118

个，制定整改措施 118条。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李春明

冉婷林 蔡婕 樊荣 梁婧 杨源

本报讯 记者日前从贵阳市

生态环境局获悉，9 月全市环境

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为 100%，

同比持平。

国控站点空气质量状况显

示，9 月，全市二氧化硫月均浓度

为 5 微克 / 立方米，同比持平；二

氧化氮月均浓度为 13 微克 / 立

方米，同比上升 62.5%；可吸入颗

粒物月均浓度为 23 微克 / 立方

米，同比下降 34.3%；一氧化碳日

均浓度无超标现象， 同比持平；

臭氧日最大 8 小时平均浓度无超

标现象， 同比持平； 细颗粒物月

均浓度为 14 微克 / 立方米，同比

下降 41.7%。 1 至 9 月，全市环境

空 气 质 量 优 良 天 数 比 例 为

99.3%， 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环境空气质量综合指数为 2.70，

同比上升 13.4%。

日前发布的贵阳市 9 月空气

质量考核结果显示，9 月份，贵阳

市各区（市、县）环境空气质量

考核排名从高到低依次为： 观山

湖区、高新区、乌当区、花溪区、

南明区、白云区、开阳县、贵阳综

保区、 云岩区、 双龙航空港经济

区、 清镇市、 贵阳经开区、 息烽

县、修文县。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张晨）

本报讯 10 月 11 日至 13 日，

贵阳市教育局评估组赴开阳县、乌

当区、南明区、清镇市多地开展“无

废学校” 创建评估工作，以实际行

动助力贵阳市“无废城市” 建设，

引导全市教育系统积极践行绿色

低碳生产生活方式， 共建绿色家

园。

据悉，为营造良好的“无废城

市” 共建共享氛围，今年，市教育局

在全市所有的公办、民办学校中启

动了“无废学校” 创建工作。 该项

工作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

享的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学校自

主创建申报、市级评估命名的方式

进行，通过采取措施推进固体废物

源头减量、资源化利用及无害化处

置，最大限度减少填埋量，降低固

体废物对环境的影响，推动形成绿

色发展和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此次检查评估为期三天，期

间，评估组将围绕组织管理、校园

环境、主题活动、宣传氛围、垃圾分

类等方面， 对前期申报 “无废学

校” 的学校成果创建进行检查评

估。 检查学校涉及修文县第七小

学、 贵阳市南明区第三实验小学、

贵阳市白云区第十八小学、观山湖

区第八中学、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

中心小学、开阳县第三小学、息烽

县底寨中学、 贵阳市实验小学、贵

阳清镇市博雅实验学校、花溪区第

二实验学校 10所学校。

评估组深入各学校的食堂、实

验室、教学楼、操场、垃圾分类点等

场所，看现场、查资料、听汇报，对

校园环境卫生、“无废学校” 氛围

营造、食堂厨余垃圾处理、实验室

产生的废弃物分类收集贮存、台账

登记管理、垃圾分类识别标志设置

等方面展开全面检查，详细了解各

学校“无废学校” 创建工作开展情

况。

评估组认为，各学校高度重视

“无废学校” 创建工作，切实把校

园环境、垃圾分类、光盘行动、固废

管理等多项工作统筹落实基本到

位，通过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

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全面增强了

学校师生的垃圾分类和环境保护

意识。 同时，针对检查中存在的不

足与问题，评估组要求，各学校要

及时整改到位，持续做好校园垃圾

废品规范化管理工作， 全面做好

“无废学校” 宣传工作，大力弘扬

“无废” 文化，积极倡导“无废” 理

念，进一步促使学校师生培养资源

节约的意识， 共同创建清正和美、

绿色环保的 “无废校园” 。

据悉，下一步，贵阳市教育局

将继续推进“无废学校” 建设常态

化、持续化，鼓励更多学校及师生

积极参与到 “无废城市” 建设中

去，助力美丽贵阳建设。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潘清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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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电 作为我国首个国

家森林城市，贵阳市近年来持续提

高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记者从近日当地召开的一场

“强生态” 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上

述情况。官方数据显示，2022 年贵

阳绿色经济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

达 48%，预计今年底将达到 49%。

按照规划目标，到 2025 年，这一

比重要达到 50%以上。

贵阳市生态环境局党委副书

记、副局长陈明介绍，当地制定印

发了《贵阳市绿色经济增加值核算

实施方案（试行）》。

为充分发挥重大产业化项目

和重点应用工程对绿色经济发展

的支撑作用，当地持续优化更新绿

色经济项目库。 目前，重点支撑项

目库滚动保持在 200 个左右，今年

重点实施项目 168个。

在绿色生产方面， 今年上半

年，全市新能源汽车、磷化工、电子

信息制造、先进装备制造、生态特

色食品、健康医药等产业产值均实

现两位数增长。 此外，当地继续招

引数据中心项目，保持大数据产业

发展优势， 目前累计落地数据中

心、算力枢纽节点项目 33个。

贵阳开展“无废学校”创建评估

9月 全市环境空气质量优良率100%

感悟思想伟力 凝聚奋进力量

———贵阳贵安各地扎实推进第二批主题教育

到 2025 年，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将达 50%以上

贵阳持续提高绿色经济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