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中共东 华理工大学委 员会党史学习 教育

工作简报
第 66 期

（2021 年 6 月 25 日）

校领导为理学院和文法学院做党史学习教育专题报告

为认真贯彻党史学习教育要求，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6 月 21 日下午，校党
委常委、副校长杨波以《学好百年党史，汲取智慧力量——让青春在奋进新征程中绽放
绚丽之花》为题，在南昌广兰校区四教阶 19 和南昌枫林校区文法楼 406（视频）同步为
理学院和文法学院党政班子成员、各党支部书记、辅导员和学生代表做专题报告。

杨波从“开天辟地的救国大业”“改天换地的兴国大业”“翻天覆地的富国大业”和“惊
天动地的强国大业”这四个方面阐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峥嵘岁月。当讲到第一颗原子弹爆
炸时，杨波说道：“面对美国的核讹诈，党中央决定发展核事业，一所寻找铀矿的学校应
运而生，这便是我校前身。东华理工为核成立、因核成名、以核成势、兴核成才，我校师
生应当坚守和传承核军工精神，为国家核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杨波指出，我们要从百年党史中感悟思想的力量，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
导实践、推动工作；感悟信仰的力量，进一步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感悟人民的力量，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感悟斗争的
力量，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感悟精神的力量，赓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血
脉；感悟团结的力量，坚持旗帜鲜明讲政治、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

杨波寄语师生，要学党史、知校史、敬榜样，努力践行核军工精神，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征程中砥砺奋进，在攀登知识高峰中追求卓越，在肩负时代重任中行胜于言。他
希望，青年学子要坚定理想“立大志”、锤炼修为“明大德”、丰富学识“成大才”、躬身
实践“担大任”，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报告会后，在场同学们表示深受教诲。文法学院 2019 级学生吴仪说道：“听完报告，
我更加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继往开来、砥砺前行的精神与情怀。作为新时代大学生，我要
自觉传承核军工精神，坚守初心使命，练就过硬本领，勇立时代潮头，肩负起新时代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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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和使命，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理学院 2020 级学生陶文杰认为，作为学在江西红土
地上的一名青年学子，我要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积极响应新时代号召，加强政治理论学
习，努力培养自我创新精神，不断加强党性锻炼，用青春力量奉献国家和社会，在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时代浪潮中实现自我价值。

学习土地史 永远跟党走

——我校开展 6•25 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

为宣传我国土地资源国情国策，引导青年学生关注土地资源保护利用、牢固树立耕地
保护意识，迎接建党百年华诞，6 月 25 日上午，我校与江西省土地学会共同举办的第 31
个全国“土地日”宣传活动正式启动。江西省土地学会理事长许建平，校党委常委、副校
长刘云海出席启动仪式，学工处、校团委、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和测绘工程学院负责同志及
师生代表 200 余人参与本次活动。

启动仪式上，刘云海阐述了“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的重要意义，鼓励我校
土地资源管理专业师生发挥专业优势，加强与地方、行业之间的联系，更好地为地方经济
发展服务。许建平向大家介绍了全国“土地日”的由来及意义，他指出，人口大国需要把
握粮食安全主动性，希望广大师生努力让所学专业知识落地，在江西红土地上开花结果。
随后，我校土地资源管理学科负责同志分享了专业发展历程和取得成绩，进一步明晰了专
业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方向。

仪式结束后，大家一同观看了“漫画新中国史：土地改革”和“百年地契”系列展览。
我校退休教师陈建福以“从地契中感受党的百年土地改革运动”为主题，结合党的百年土
地发展史和自己的二十多年边区政府、抗日根据地、老解放区地契（土地房产证）珍贵藏
品，为师生作了一堂生动的党史学习教育讲座。此外，我校还开展了土地史知识竞答、土
地资源管理学科发展论坛、土地知识“三下乡”社会实践等系列活动。

据悉，全国“土地日”是为纪念 1986 年 6 月 25 日颁布的我国第一部专门调整土地
关系的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而设立的，是国务院确定的第一个全国
纪念宣传日，从 1991 年开始，至今已是第 31 个。本次“土地日”宣传活动的开展，将
进一步强化我校师生对土地知识的了解，有助于师生树立科学的土地利用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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