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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 
 

中关工委〔2020〕12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国铁路关心下一

代工作委员会,教育厅（教委）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在 100 年波澜壮阔的

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

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为中华民族作出了伟大历史贡献。为教

育引导青少年进一步了解党、热爱党、拥护党，增强民族自豪

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自信，中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决定

于 2021 年举办全国青少年“中华魂”（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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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活动主题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二、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关心下一代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立

德树人为目标，紧紧围绕隆重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为主题，精

心组织开展内容新颖、喜闻乐见的读书教育实践活动, 组织动员

广大五老以真人真事和真情实感，把“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时代

新人”主题教育持续引向深入。着力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

故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故事、改革开放故事，着力深化

党史国史、红色基因教育，教育引导青少年树牢“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三、主要安排 

1.围绕主题广泛开展“民族复兴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

党 100 周年”主题教育活动。充分利用关工委系统命名的关心下

一代党史国史教育基地和各类活动阵地的综合育人功能，组织报

告团、讲师团走进青少年，围绕党的理论、党史国史、国家形势

政策、奋斗故事等, 开展面对面的宣讲交流，增强主题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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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感召力和感染力。通过主题党团活动、座谈讨论、参观爱国主

义教育基地、观看爱国主义影片、征文演讲比赛、时事知识竞赛

等形式，用党的优良传统教育培养青少年。组织开展各种读书活

动、夏令营冬令营等互动式的交流活动，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方

式，讲好红色故事，传承革命精神，把激发起来的热情，转化为

立志成才、建功立业、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 

2.抓住节日节点集中开展爱党爱国教育活动。利用国家公祭

日、清明节等时间节点，组织青少年参加祭奠英烈等教育活动, 

让青少年在庄严的仪式中接受理想信念熏陶,引导青少年重温革

命历史、传承红色基因，增强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和行动自觉。

在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组织青少年到革命纪念设施、党史纪

念地等教育基地，瞻仰革命遗址遗物，开展走红军路、红色之旅、

寻访红色足迹等体验式学习，入情入境接受伟大精神的洗礼，引

导青少年把个人梦融入中国梦，增强投身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

命感和责任感。 

3.推动线上线下教育活动的融合开展。紧紧围绕“民族复兴

的旗帜--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主题，发挥好各地创办

的报刊、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种媒介的作用，采取在线直播、

视频展播、专家访谈、热点话题讨论等形式，运用青少年喜闻乐

见的形式和语言，架起老少携手的网上“连心桥”。面向广大青

少年大力宣传 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的辉煌成

就，用党的光辉历史教育人、启迪人、鼓舞人，不断强化对青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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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唱响知史爱党、知史爱国的红色主旋

律，引导青少年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 

4.积极做好教育活动的宣传工作。积极争取主流新闻媒体的

支持，继续提高活动覆盖的广度和深度，扩大主题教育活动的社

会影响力，营造全社会共同关心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良好氛围。向

社会各界大力宣传主题教育活动的重要意义、主旨和内容，大力

宣传先进典型的事迹，深入挖掘在教育活动中表现突出的先进单

位和个人，发挥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 推动“中华魂”主题教育

活动的持续发展。 

四、活动要求 

1. 精心组织安排。各地要紧紧围绕党委政府领导，把开展

主题教育活动纳入到 2021 年的工作安排部署中，纳入到本地精

神文明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的整体规划中，认真组织，周

密安排。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充分发挥五老优势，把主题教育活

动与学校德育工作、校园文化建设、学生社会实践活动、家庭教

育工作、社区教育工作，以及监所的服刑改造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形成合力，增强活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2. 认真总结经验。各地在组织开展“中华魂”主题教育活

动过程中，深入总结、大力推广开展活动的先进经验, 广泛挖掘

基层在活动过程中的创新做法, 充分调动老同志的积极性和创

造性, 实现以点带面、示范带动, 为持续深入开展教育活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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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和借鉴，进一步扩大主题教育活动的社会影响力，使“中华

魂”主题教育活动成为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有效抓手和重要工作品

牌。 

3. 活动时间安排。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2 月由各地关工

委组织开展活动，并推荐主题教育活动中涌现出的优秀青少年和

优秀文章参加全国评选。2022 年 7 月在北京召开本届活动的总

结表彰大会。具体活动规则由组委会办公室另行发文。 

活动具体组织单位及联系方式： 

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织委员会办公室 

联系人:  刘扬  多多  朱广鹏     

         刘岩  范力媛  张春艳 

电  话：010-80808601/8603/8604/8605   010-66054686    

传  真：010-80808608       010-66082842    

邮  箱：zhonghuahun2009@sina.com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225 号     邮编：100010 

        北京市通州区台湖镇北京国际图书城   邮编：101116 

        北京市海淀区学院南路 15 号          邮编：100088 

mailto:zhonghuahun2009@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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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 

2020 年 10 月 15 日 

 

 

 

 

 

 

 

 

 

 

 

 

 

 

                             

 全国“中华魂”主题教育活动组委会办公室 2020 年 10 月 15 日印发 

共印 2500 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