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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大局的高度，充分认识创建学习型支部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 以党的十六大胜利召开为标志，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

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２１世纪

是知识经济日新月异、科技进步迅猛发展、综合国力竞争日

趋激烈的世纪；是以信息网络化、科技高新化、政治多元化

、经济全球化为特征，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世纪。因此，

为更好地迎接我国在２１世纪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江泽民同

志高瞻远瞩，早在２００１年５月３０日召开的亚太经合组

织会议上，就发出“创建学习型社会”、“２１世纪的中国

应处处成为人人皆学之邦”的号召。在十六大报告中，他又

提出“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的总体要求。这既是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观念，也是

一个富有时代精神的战略要求。创建学习型支部，是“创建

学习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创建学习型社会”

目标的具体步骤。创建学习型社会，不断增强党支部综合素

质，提高支部工作效率，提升支部整体水平，既是时代发展

的迫切需要，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应有之意，也是

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其目的在于通过组织化的学

习活动，培养遍布于整个党员干部队伍的学习氛围，营造不

断学习、不断创新、不断进步的支部文化和精神风貌。真正

使每个支部成员和广大党员干部都能紧跟时代最新科技、最

新文化的发展步伐，始终保持一种积极主动的学习状态，并



善于将学习行为转化为创造性行为，努力提高党支部的综合

素质、工作效果和驾御全局的能力，更好地树立具有凝聚力

和战斗力的支部形象。 二、要以创新的思路和要求，推动党

员干部终身学习观念的树立形成。 当今世界是一个知识奔流

、信息密集的社会。科技日新月异，知识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更新周期越来越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必将推

动人类社会的迅猛发展。过去那种“十年学习、终身受益”

的观念、“学无所用”的观念、“不用不学”的观念，已经

成为当今社会发展的思想障碍，必须彻底清除。一是要树立

“责任创新”观念。通过强化学习的大局意识、目的意识、

责任意识，把支部的学习放到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大背景

中去思考、去认识，以对党的事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光荣

感、责任感、使命感去支配、指导支部的学习。二是要树立

“应用创新”观念。通过不断的学习，不唯本本、不唯教条

，逐步把理论知识、专业知识、科技知识转化成创造性地分

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知识创新转化成实践创新。三

是要树立“素质创新”观念。受经济全球化的影响，在经济

贸易交往中，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潮相互激荡，使共产主义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受到很大冲击。只有不断地加强广大

党员干部自身学习，不断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头脑，不断加强

党风廉政、党纪国法、作风纪律等教育，才能在错综复杂、

风云变幻的形势面前，把握时局，韬光养晦，坚持党的基本

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不动摇，经受装四个

考验”。通过树立上述“三种创新”观念，形成“学习、学

习、再学习，创新、创新、再创新”的永久学习、终身学习

观念。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党员的学习“只有起点



，没有终点”，要发挥表率作用，使终身学习真正成为“２

１世纪的生存观念”。 三、要以适应时代发展要求为重点，

适时更新党员规范化的学习内容。 当前，在一些党支部中存

在着忙于事务，轻视学习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客观

上是因为任务重、工作多、时间紧，而主观上是因为对学习

重视不够，学习内容不规范，学习目标不明确，学习要求不

具体，让人感到学与不学差别不大或无从可学。虽然学习制

度建立了，学习日规定了，但坚持不到位，落实不到家，结

果往往流于形式。因而工作状态疲惫，工作效率不高，工作

效果不佳。这就需要根据新形势、新任务提出的新要求，结

合本支部工作特点和实际，创建学习型支部，形成浓厚的学

习氛围。重点规范好一段时间内的学习内容，特别是要用发

展的观点、创新的要求、更新的思路，不断学习理论创新、

制度创新、机制创新、科技创新的知识，让党员干部群众学

有所得，感到学习解渴管用，在工作实践中尝到学习的甜头

，从而激发学习兴趣，形成良性循环。一是要进一步强化马

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学习。要做到“学马列要精、要管用”

，尤其要学好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

同志十六大报告等体现基本理论的最新成果，进一步解放思

想并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把广大党员的思想统一到十六

大精神上来，把行动统一到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全面实现

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上来。二是要进一步强化为中心工

作服务的学习。要全面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创

造性地指导、开展党建和经济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的学习研

讨。要根据华电集团公司的部署和要求，结合我厂生产经营

工作实际，深入研究解决企业怎样快发展、怎样发展快等课



题。三是要不断强化能胜任电力生产经营本职工作的业务知

识和反映当代世界发展的新知识的学习。具体地讲，就是推

广电力生产知识、现代企业管理知识和计算机应用、外语等

知识的学习。 四、要以学习效果为根本，推动党支部学习考

评的机制、制度、方法创新。 对以党员为主体、以干部为先

导的支部学习进行科学考评，检查学习内容，检验学习效果

，建立学习激励机制，这是提高支部综合素质的关键所在，

是创建学习型支部的根本点和落脚点。首先，要不断进行学

习保障考评机制创新。即结合不同时期对不同层次的党员干

部制定出科学合理的学习测评标准体系，准确设计测评要素

，科学制定学习计划、科学设定考试科目和内容，明确平时

考核、阶段考验的学习内容和目的，确保学有明确内容，考

有合理目标。其次，要不断进行学习实效考评机制创新。要

建立与保障机制相应的“干部述职时述学、党员评议时评学

、组织考察时考学”的督学制度，把学习考核与党员干部平

时考核、年度考核和党员民主评议结合起来，看其是否真学

、真懂、真用，动态、科学地考评出机关干部的学习实效。

以良好的机制运转，避免有的党员干部的学习流于形式，甚

至弄虚作假，促使党员干部学习能长期、深入地进行。再次

，要不断进行学习激励考评机制创新。对党员干部学习考评

结果的恰当运用，可以激励党员干部积极地、创新性地学习

。把学习效果作为党员干部考核考评的一个条件，以正确的

用人和评优选优导向，在党员干部中形成勤学、善学、比学

的良好风尚。 今年是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也

是我厂进入华电集团的第一年，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

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只有观念转变了，我们才能振奋精神



，才能在竞争中赢得生存发展的空间。要通过十六大报告的

学习，实现厂党委提出的“七树立、七摒弃”：一是树立企

业无论怎样改革改制，安全经济多发电是发电企业生存竞争

的永恒法则的认知观念，摒弃不珍惜岗位得过且过无知无畏

的浅薄心理；二是树立与时俱进不进则退的发展观念，摒弃

看摊守业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观望心理；三是树立在突破创

新中解决问题的务实观念，摒弃墨守成规自我束缚搁置问题

的保守做法；四是树立抓住机遇，早起步、早发展的市场出

击意识，摒弃不思进取不合时宜的被动等待心理；五是树立

以工作实绩论英雄以工作成果做标准的人才观念，摒弃论资

排辈坐而论道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的虚拟人才意识；六是树立

在企业发展中实现人生理想体现人生价值的高品位需求观念

，摒弃患得患失小富即安萎靡不振游戏人生的低层次生活追

求；七是树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

与分配的观念，摒弃体现不出个体价值的平均主义大锅饭甚

至脑体倒挂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分配方式。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