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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搜索显示相关词条 2030万条；
谷歌搜索显示相关网页 253万条。
这是截至 10 月 16 日，对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

的搜索结果。
由中央组织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

室、中央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自
6 月 24 日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晚间黄金时间首播
后，引起强烈反响。全体党员干部掀起了学习《信仰》、
树立信仰、践行信仰的热潮。

“上天落地联网，进村入户到人”
——《信仰》深入人心

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以党的 90 多年历程为背
景，以理想信念教育为主题。文献片分《只要主义真》

《壮志换新天》《时代先锋行》3 集，通过讲述革命、建
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优秀共产党员坚持理想信念、发
挥先锋模范作用、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的故事，阐述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核心价值观。

“这是一部对广大党员、干部和入党积极分子进
行理想信念教育的重点教育片，是开展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体系宣传教育的优秀电视片”，“兼具政论
片、文献片、纪实片之长，将展现历史、刻画人物、阐
述理论融为一体”⋯⋯

专家学者对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给予高度评价。
首播引发的巨大反响，得到各种播出媒介的全方

位跟进——
中国教育电视台、中国新华新闻电视网和 40 多家

省级电视频道，多数市、县电视台在重要时段播出该
片，北京等地应观众要求进行重播；

共产党员网、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等重点网站，
新浪、搜狐、网易等门户网站均开设视频专栏，优酷网、
土豆网等影响较大的商业视频网站也上传该片视频；

全国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专用频道开设专栏滚

动播出该片，各省、市级远程教育平台均开辟了视频专
栏、学习讨论园地；

内蒙古、贵州、青海、新疆等地还把《信仰》译制成
少数民族语言教材，便于少数民族党员群众观看学习；

⋯⋯
“上天落地联网，进村入户到人”——通过多平台、

多渠道播出，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实现立体覆盖，影
响深入人心。

开专栏 做访谈 写感受
——《信仰》形成热潮

“《信仰》是一部催人奋进的党史教育片、理想信念
教育片，让人们明白了‘什么是信仰’‘怎样保持信仰的
正确纯洁’‘新时期坚守信仰的重大意义’。”

“《信仰》是一部难得的好片子，拍得有情、有义、有
力量，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教育意义。”

⋯⋯
各地党员干部看完《信仰》后，表达真实感想。
从 7 月开始，《光明日报》《经济日报》《中国组织人

事报》《党的生活》等报刊开设“观《信仰》 淬党性”等
专栏，连续编发党员群众观后感和学习体会；

人民网、新华网、央视网组织嘉宾访谈，各大网站、
博客竞相转载，社会效应强烈；

广大网民在博客、微博、论坛上畅谈体会，仅在“豆
丁网”上网友自发上传的《信仰》观后感就多达3335篇；

⋯⋯
各级党组织把学习观看《信仰》作为学习型党组织

建设的重要内容，并与做好当前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
来，促进学习成果转化：

共青团中央将《信仰》列为团干部培训教材，积极
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各级党校、行政学院和中国浦东、
井冈山、延安干部学院将《信仰》列入各类主体班次学
习计划，组织学员集中观看、专题研讨。

云南水富县开展“党员下基层，一线办实事”实践
活动，重温誓词、联谊座谈、互动慰问，服务基层群众。

江苏南通市把开展向最美“富二代”周江疆学习活
动，作为深化观看《信仰》效果的有力举措。

看《信仰》 讲信仰 树信仰
——《信仰》彰显力量

《信仰》，让广大干部群众心灵受到震撼，思想受到
洗礼，精神受到鼓舞。看《信仰》、讲信仰、树信仰，成为
广大党员干部的共同心声。

《信仰》，唤起人们对信仰的虔诚——
彭湃烈士的孙女彭伊娜深有感触地说：“能够激发

灵魂的高贵与伟大的，只有虔诚的信仰。在最危险的情
形下，最虔诚的信仰支撑着我们；在最严重的困难面
前，也是虔诚的信仰帮助我们获得胜利。”

《信仰》，激发人们对信仰的执著——
内蒙古呼伦贝尔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哈斯说：“信仰

是我们党的灵魂，也是每一位党员思想和行动的总开
关。”许多党员干部表示：人没有信仰就没有灵魂，民族
没有信仰就会一盘散沙。要始终保持对共产主义和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定信仰，自觉用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
坚定信仰者和积极传播者。

《信仰》，教育人们对信仰的践行——
一位高校学生表示：“《信仰》用实实在在的事例告

诉我们，每个普通人都能践行信仰。作为新时期青年大
学生，应该志存高远，自觉把个人的追求融入党和人民
的共同奋斗当中。”

“要学习片中先进典型无私奉献、兢兢业业的精
神，将理想信念融入平凡的工作中去。”江西省委组织
部王燕说。

文/新华社记者 廖 翊

（新华社北京 10月 23日电）

学习《信仰》树立信仰 践行信仰
——历史文献纪录片《信仰》引发强烈社会反响

重阳节前一天，河北省定州市东留春乡北邵村 101 岁老人吕香
海意外惊喜，一大早，市领导专程来到老人家里，向老人祝贺节日，为
老人披上长寿带并带来了慰问品和慰问金。

为大力弘扬中华民族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营造新时期养老、敬
老、爱老、助老的良好社会环境与文化氛围，增强全社会的老龄意识
和敬老意识，中组部、中宣部、民政部、全国老龄委等 13 个部门日前
联合启动了以“敬老爱老，共建共享”为主题的全国“敬老月”活动，决
定集中利用重阳节前后的一个月时间，号召和动员全社会从我做起、
从点滴小事做起、从关爱自己的父母和身边老年人做起，持续不断地
为老年人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做老年人的知心人、贴心人，促进
代际和顺、家庭和睦、社会和谐，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在重阳节来临之际，结合“敬老月”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纷纷组
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敬老爱老助老活动。

浙江省宁波市开展“五心”系列敬老行动：敬老宣传聚孝心、敬老
慰问暖民心、敬老服务献爱心、敬老活动送开心、敬老维权保真心。
各个涉老部门、服务窗口行业和为老服务组织积极开展“敬老文明
号”创建活动，积极倡导窗口服务行业、单位为老年人乘车、就医、就
餐、出行等提供优先、优惠、优质服务。

山东省除了广泛开展走访慰问送温暖活动，还倡导社会各行各业
积极行动起来，为老年人提供多种形式的优先优惠服务。例如，协调
引导有实力的企业开展为老年人赠送“银龄安康”保险、订阅报刊等活
动，推动商业、餐饮、文化、旅游、卫生等行业为老年人提供优惠服务；
鼓励和引导企业和社会各界为老年人捐资捐物活动等。青岛市老龄办
则向全市人民发出倡议：陪父母过重阳，号召全市人民积极行动起来，
捧出自己的真心，拿出自己的真情，献出自己的真爱，感恩父母，孝敬老
人，奉献社会。青岛市还开展了孝亲敬老对联征集活动，活动受到各地群
众的广泛欢迎和积极响应，他们有的特意来信来电、有的专门登门抒发对
孝亲敬老活动开展的感受，交流爱老助老的亲身经历。据了解，活动期
间共收到来自省内外356位作者的投稿，应征对联1115幅。

江西省南昌市举办了关爱空巢老人活动，江西民生广播、江西中
医学院科技学院和志愿者一道，为南昌市城区 100 名空巢老人免费
提供心理咨询、健康检查、居室保洁及物品捐赠等帮助。

除了生活上、物质上的实际帮助，各地各部门更加注重老年人文
化建设，纷纷采取有效措施不断满足老年人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丰
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山西省举办了第四届全省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和第三届中国运
城舜帝德孝文化节。其中，体育健身大会历时四个月，涉及 10 个项
目，共有 3000 位老年人参加了比赛；文化节以“探路先锋杯”老年人
才艺大赛展开，分舞台表演类和非舞台表演类两大项目，极大地丰富
了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全国妇联今年继续开展“心系老年”活动，除了“孝心工程”和“健康工
程”，还将在北京、天津、重庆、上海等17个省20个城市试点开展“文化生
活工程”。“心系老年”活动的目的，一是帮助广大老年人掌握科学知识，提
前规划自己的晚年生活，使他们拥有健康的身体、乐观祥和的心态安度
晚年生活；二是大力倡导子女用孝心为老年人营造幸福的家庭生活，促
进家庭和睦；三是联合社会力量，搭建为老人宣传教育的社会资源平
台，呼吁为老年人创建和谐的社会环境。据了解，“心系老年”活动已在
全国10个城市免费发放“孝心”宣传册“孝心关爱卡”宣传画。

吉祥安乐又重阳
——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关爱老人活动

本报记者 陈 郁

南宁铁路局柳州机车车辆厂转向架车间职工李建
珍 20 年如一日，用真心、真情、真爱维系四代 3 个家
庭，演绎着人间大爱和人间真情，成为群众眼中的好女
儿、好儿媳、好妻子、好母亲，特别是她的孝心，感动了
大众，感动了社会。今年 9 月，她从全国 3.6 万余名候
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 54 名全国道德模范之一，荣获

“全国孝老爱亲模范”称号。
李建珍照顾的是 3 个家：一个是公公婆婆的家，一

个是丈夫外婆的家，最后一个才是自己的家。
1990 年，经朋友介绍，23 岁的李建珍与丈夫李文

相识。当年，李文的父亲因公殉职，母亲的身体一直不
好，受到很大打击，病情加重。李建珍以准儿媳妇的身
份，一直帮助李文照顾母亲，买菜、做家务，想方设法让
李文的母亲开心。

婚后，李建珍一直和婆婆住在一起。常言道，婆媳
“经”最难念，而李建珍与婆婆的关系比亲母女还要再
亲三分。婆婆体质弱，丈夫工作忙，李建珍便主动承担
起了照顾家的责任，对婆婆的关心更是细致入微，婆媳
关系非常融洽。

结婚 3 年后，丧偶的婆婆重新找了新老伴，李建珍

面对的家庭成员关系也变得更为复杂。面对复杂的家
庭，很多人都有另起炉灶单独过日子的想法，李建珍却
想都没想过。婆婆患有眩晕症时常犯病，需要休息调
理。李建珍从来不让婆婆做家务活，10 年如一日。在
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她常给婆婆买营养品，自己却
不舍得添一件新衣。

过去几年间，李建珍丈夫的外婆因房子拆迁一直
和李建珍一大家人同住。虽然是丈夫的外婆，李建珍
却把老人当做自己的亲外婆照顾。老人患有老年痴呆
症，大小便失禁，但她从不嫌弃，精心服侍着老太太，没
有任何怨言。近几年，95 岁高龄的外婆虽然连自己女
儿都不认得了，仍然认得出“建珍来了”。

孝 暖 南 疆 书 大 爱
本报记者 童 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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