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通用5
篇)

范文为教学中作为模范的文章，也常常用来指写作的模板。
常常用于文秘写作的参考，也可以作为演讲材料编写前的参
考。写范文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呢？有哪些格式需要注意呢？
这里我整理了一些优秀的范文，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下面
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吧。

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篇一

主义荣辱观，是当前道德建设以及先进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社会风气是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是社会价值导向的集
中体现。如果一个社会流行错误的荣辱观念,就不可能拥有良
好的社会风尚和和谐的社会秩序。所以，我们必须大力弘扬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倡导社会主义基本道
德规范，大力开展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促进良好社会风气
的形成。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是通过社会舆论和每个人
的道德实践，用社会主义光荣感和耻辱感去评价人们的行为，
引导人们履行义务，从而形成新的道德自觉。我们要通过八
荣八耻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使社会成员尤其是青少年能
进一步明确以热爱祖国、服务人民为最高荣誉。第一，要做
到利国利民。一般来说，对荣与辱的评判是以社会道德为标
准的，凡是受到肯定赞美的道德行为就是荣，凡是受到否定、
谴责的道德行为就是耻。社会主义社会中，国家利益、人民
利益是最高利益，符合这一根本利益、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
有利的行为，就是道德行为。热爱祖国、服务人民，全心全
意为人民服务，这就是最高的荣誉。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是要
坚持利国利民，为国家、为人民作贡献者，必定会得到人民
的褒奖和尊重、肯定和赞美。每个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坚持
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人生的社
会价值是自我价值的基础，自我价值是社会价值的表现。一
个人如果离开了社会价值，离开人生对社会的贡献、责任，



就谈不上人生自我价值。只有把个人的全部聪明才智运用到
社会奋斗之中，造福于人类，创造人类的社会价值，才能实
现自我的人生价值。

第二，要做到知荣知耻。现实生活中，荣耻共存，有荣必有
耻，有耻必有荣。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就要让人们明
确地认识到什么是荣、什么是耻。人们总是喜欢荣誉、追求
荣誉，而美好的东西总是与丑陋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的，荣
誉也总是与耻辱相联系而产生的。知道何为荣固然重要，知
道何为耻更是难得。孔子早就提出行己有耻的思想，认为人
不可无耻。知耻者，就能认识到道德行为的过失，避免再步
后尘，从而走出耻辱的阴影;知耻者，就能激发起进取心，争
取荣誉。所以说，知耻者近乎勇，有了耻辱心，就能更好地
规范自己的社会行为，保持人格尊严，就能产生自制力，知
道什么事情可做，什么事情不可做。

第三，要做到明理明法。剥削阶级的荣辱观以个人利益至上，
以个人得失为准绳，以个人主义为基础，他们把个人功名利
禄作为最高荣誉，一切为了个人的目的，甚至不惜违法。社
会主义荣辱观与此相反，认为荣辱与社会利益相一致，个人
的所作所为都必须合理又合法，不能与社会的公众利益相悖。
因此，进行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实质上就是要求社会成员
明理明法。只有明法、知法、守法，才能在社会中严格自律。
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形势下，创造性地继承传统荣辱观教育
的精髓，构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体系，大力开展社会主义
荣辱观教育，对促进良好社会风气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

第一，要建立社会舆论平台。一般来说，社会舆论以什么样
的标准来评判荣辱，社会大众就会形成与之相适应的荣辱观。
社会主义坚持什么，反对什么，是旗帜鲜明的。开展社会主
义荣辱观教育，必须大力宣扬社会主义的价值标准，抵制不
良思潮的影响，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判
断教育人和影响人。荣辱的核心是道德问题，要大力开展爱



国、守法、诚信、知礼的社会主义现代公民教育，不断提高
公民的道德文化素质，提高明辨是非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
能力和水平。第二，要建立道德实践平台。道德的实践是人
类精神和行为的自律。人的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从他律向
自律发展。社会公民在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完善自身的品
德是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的内在要求。开展社会主义荣
辱观教育，要把社会主义关于荣辱的价值判断，渗透到全面
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渗透到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中，
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过社会公民具体的道德实践，
深化对道德品质、价值判断标准的内省式认识和全面理解，
使其道德品质在不断自我体悟中发展，确立道德行为的准则
和规范，从而养成符合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荣辱意识。

课程的学习中，让青少年在知识的海洋中摄取营养，树立崇
尚科学的精神和形成高尚的道德品质，从而形成正确的荣辱
观念。

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篇二

我是**x学校的民族教师，也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在党和国
家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我出生在**x了镇的一个
党员家庭，父亲当年是**x，是一名党员，全家一共**口人，
当年日子过得非常苦，全家就靠一个人很少的工资生活。

**x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x，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差，
所以学校每个月给我补助伙食费，我的母亲每次都会给我说：
“儿子，你看学校知道我们经济条件差，给你补助伙食费，
让我们放心，多好啊，这就是党的温暖，所以你要听党的话，
不要给党抹黑，好好珍惜读书机会，以后报效党和祖国。”
就这样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关怀下，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
工作岗位。我深知如果没有党的亲切关怀培养，没有父母的
言传身教，没有各族老师、师傅、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我



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学习新疆“四史”，认真理
解政策，做好群众工作。在面对特殊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
任务时，我要以国家公职人员的标准，更加严格规范自己的
行为，思想上不懈怠，心理上有定力，积极面对困难，做到
遇事不畏惧、不气馁，坚决挺身而出，绝不做“两面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在
聚焦贯彻落实新疆总目标上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
不动摇，立场坚定，旗帜分明。

作为一名在**x生活40多年的居民，我亲身见证了**x翻天覆
地的变化，**x今天的发展、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x各
族人民长期以来努力拼搏，团结奋斗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今天我们的
祖国是强大的，民族大团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闹独立、
搞分裂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必然会遭到各族人民的
坚决反对，必定会以失败告终。我们要以民族团结为抓手，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大力推进各族师生“结对子、
交朋友”，互进课堂等活动，营造**各族师生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我现在是一名服务基层的工
作人员，配合社区，建设美好家园，保护学校安定团结，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彻底认清“三股势力”是
民族团结的大敌，是各族群众共同的敌人，是破坏稳定团结、
社会发展的敌人;要认清我们同“三股势力”的斗争，既不是
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
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你死我活、血与火的分裂与反分
裂斗争;认清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三股势力”和敌对分子;认清
敌人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抵制各种谣言，做到不轻
信、不迷信、不盲从、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做不利
于民族团结的事，努力办好人们满意的教育，培养好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



围绕新疆四史心得体会

《新疆四史》心得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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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篇三

我是xxx学校的民族教师，也是一名受党教育多年、在党和国
家培养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党员干部，我出生在xxx了镇的一个
党员家庭，父亲当年是xxx，是一名党员，全家一共xx口人，
当年日子过得非常苦，全家就靠一个人很少的工资生活。

xxx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xxxxx，因为我家的经济条件差，
所以学校每个月给我补助伙食费，我的母亲每次都会给我说：
“儿子，你看学校知道我们经济条件差，给你补助伙食费，
让我们放心，多好啊，这就是党的温暖，所以你要听党的话，
不要给党抹黑，好好珍惜读书机会，以后报效党和祖国。”
就这样在党组织的培养下、关怀下，我一步步走到了今天的
工作岗位。我深知如果没有党的亲切关怀培养，没有父母的
言传身教，没有各族老师、师傅、同事们的关心和帮助，我
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我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要主动学习新疆“四史”，认真理
解政策，做好群众工作。在面对特殊复杂的形势和艰巨繁重
任务时，我要以国家公职人员的标准，更加严格规范自己的
行为，思想上不懈怠，心理上有定力，积极面对困难，做到
遇事不畏惧、不气馁，坚决挺身而出，绝不做“两面人”，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和非法宗教活动，在
聚焦贯彻落实新疆总目标上认识不含糊，态度不暧昧，行动
不动摇，立场坚定，旗帜分明。

作为一名在xxx生活40多年的居民，我亲身见证了xxx翻天覆
地的变化，xxx今天的发展、社会稳定是中国共产党带领xxx各



族人民长期以来努力拼搏，团结奋斗的结果。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应该倍加珍惜，今天我们的
祖国是强大的，民族大团结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闹独立、
搞分裂只能是螳臂当车，不自量力，必然会遭到各族人民的
坚决反对，必定会以失败告终。我们要以民族团结为抓手，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一家亲活动，大力推进各族师生“结对子、
交朋友”，互进课堂等活动，营造xx各族师生和睦相处、和
衷共济、和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我现在是一名服务基层的工
作人员，配合社区，建设美好家园，保护学校安定团结，是
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我们要彻底认清“三股势力”是
民族团结的大敌，是各族群众共同的敌人，是破坏稳定团结、
社会发展的敌人;要认清我们同“三股势力”的斗争，既不是
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一场捍卫祖国统一，维护
民族团结、维护社会稳定的你死我活、血与火的分裂与反分
裂斗争;认清要维护社会稳定，就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最大限度地孤立和打击一小撮“三股势力”和敌对分子;认清
敌人的罪恶本质和险恶用心，自觉抵制各种谣言，做到不轻
信、不迷信、不盲从、不说不利于民族团结的话，不做不利
于民族团结的事，努力办好人们满意的教育，培养好社会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

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篇四

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
把握当下、面向未来。重视学习历史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过程中，一贯强调对历史经验
的借鉴和运用，总是从中获取智慧、认识规律、把握方向。

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今天，我们进行伟
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更
需要重视、研究、借鉴历史，这对我们丰富头脑、开阔眼界、



提高修养、增强本领具有重要意义。

汲取历史经验，把握发展规律。“四史”中积累的宝贵经验，
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现在的青年党员普遍学历
高、文化素质好，但涉世未深，磨炼不足，缺乏经验，容易
产生“世人皆睡，唯我独醒”的错觉，以及轻视历史经验的
倾向。学习“四史”，有利于弥补这些短板弱项。广大青年
可以从“四史”中学到许多宝贵经验，从“四史”中汲取无
穷的智慧，获取继续前行的强大力量。

掌握历史脉络，感悟成功不易。学习“四史”，首先要了
解“四史”的来龙去脉。党史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斗争
史。新中国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史。

改革开放史是一部中国人民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
跃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创立、发
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史。通过学习“四史”，我们要深刻认
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来之不易，牢记党的初心和使命，牢记党的性质和宗旨，坚
定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贯彻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

坚持历史担当，做到知行合一。学习“四史”，最终要落在
实践中来。通过学习“四史”，广大青年要认识到这一代人
的历史使命。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每一代人都要
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这一代青年人的长征，就是实
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青年一代必将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这是“长江后浪
推前浪”的历史规律，也是“一代更比一代强”的青春责任。
广大青年要用青春之肩负起该负的责任，做好该做的事情，
把本职工作责任担起来，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
责。



新疆四史研讨发言材料题目篇五

强边防,从东北陆续抽调满、锡伯、索伦等族官兵驻防新疆。
经过世代繁衍,这些民族也成为新疆当地少数民族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后,大清帝国国力开始衰弱,位于天山西麓的
浩罕王国派大将阿古柏率大军侵入新疆,清朝时任陕甘总督的
左宗棠力主收复西北失地。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
大臣,督办新疆事务。1876年,左宗棠的西征大军收复天山北
部大片地区。次年(1877年)又越过天山南下,一举收复南疆。
天山南北再次回到中国版图。1884年,清政府正式在新疆建省,
并把这片土地命名为“新疆”,寓意“故土新归”,这就是今天
“新疆”这一名称的由来。

1949年9月25日,新疆和平解放,1955年10月1日,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成立,掀开了新疆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前的新疆,国民经济是以农牧业为主体的自然经济,工业十
分落后,没有一寸铁路,没有像样的工厂和矿山,一些地方粮荒
不断,人民生活贫困不堪。五十年来,新疆经济和社会各项事
业得到了迅速发展。2001年,新疆国内生产总值达1485.48亿
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1952年的166元提高到2001年的7913
元。

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显著提高。到2001年,农业机械总动力、农
用化肥施用量、农村用电量、全疆总播种面积,比1955年扩
大1倍;粮食、棉花、甜菜总产量比1955年分别增长4.4
倍、61.5倍和4550.2倍。2001年,牲畜年末存栏4603.78万头,
比1955年增长1.8倍。新疆已成为全国最大商品棉、啤酒花和
番茄酱生产基地,全国重要的畜牧业和甜菜糖生产基地。

工业实力迅速增强。新中国成立初,新疆仅有工业企业363个,
年产值0.98亿元。2001年,全区已有乡及乡以上工业企业6287
个,工业增加值为450亿元;原油、原煤、棉纱、发电量分别
比1955年增长590.78倍、42.68倍、80.8倍和358.3倍;机制



糖41.98万吨、钢131.83万吨、水泥981.29万吨、化肥72.9万
吨。形成以农副产品深加工为主导力量,包括石油、石油化工、
钢铁、煤炭、电力、纺织、建材、化工、医药、轻工、食品
等资源工业为主体的门类基本齐全,具有一定规模的现代工业
体系。

交通运输业突飞猛进。新中国成立前的新疆,人们远行、运物
主要借助畜力,现代交通基本空白。1962年底兰新铁路的建成
结束了新疆没有铁路的历史;1984年全长476公里的南疆铁路
吐鲁番至库尔勒西段建成通车,1990年全长460公里从乌鲁木
齐至阿拉山口的兰新铁路西线顺利建成通车,贯通第二亚欧大
陆桥;1994年兰新铁路复线建成通车,1999年全长975公里的南
疆铁路库尔勒西至喀什段建成通车;到2001年,正线营运里程
已达3010.4公里。1949年新疆只有几条简易公路,通车里程
仅3361公里,到2001年底,全区公路通车里程已达8.09万公里;
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漠公路,是世界上首次在流动性大
沙漠上修筑的长距离等级公路;新疆民航现已新建扩建了11座
机场,开通了乌鲁木齐至阿拉木图、塔什干、莫斯科、伊斯兰
堡的国际航线,至香港的包机航线和跨省(区)航线及自治区区
内航线92条,形成了以乌鲁木齐为中心,连接国内外65个大中
城市和区内12个地、州、市的空运网,通航里程已达16.18万
公里。旅游业蓬勃兴起。2001年,新疆接待国际旅游人数27.3
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9856万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到839.3万
人次,旅游收入71.8亿元。

教育事业稳步发展。2001年与1949年相比,全区小学由1335所
增加到6221所,中学由9所增加到1929所,中等专业学校由11所
增加到99所,普通高校由1所增加到21所,高校在校学生数
由0.04万人增加到11万人,实现九年义务教育的县(市、区)已
达65个;全区受教育人口比例显著增大,青壮年文盲率已降
至2%以下。

卫生事业快速发展。1949年,新疆只有54个医疗机构、696张
病床,每万人只有1.6张病床、0.19名医生,2001年,已有各类



卫生机构7309个,其中各类医院1357所,三级以上医院11所,病
床位7.1万张,平均每万人拥有医院床位35.1张;专业卫生技术
人员9.75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卫生技术人员3.36万人,每千人
拥有的医生数、每千农业人口拥有乡镇卫生院床位数、乡镇
卫生人员数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
到1710.44元,实现温饱有余;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10278
元,城镇居民已经整体上实现小康。

坚持民族平等团结、宗教信仰自由,截至2000年底,自治区人
大及其常委会共制定地方性法规119件,法规性决议、决定71
件,批准地方人大制定的地方性法规31件,单行条例3件;自治
区政府制定的行政规章173件。少数民族使用发展本民族语言
文字的自由和权利得到充分尊重和保障。自治区政府于1988
年和1993年相继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民族语言使用管
理暂行规定》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语言文字工作条例》,进
一步从法律上保障了少数民族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自由和
权利。无论在司法、行政、教育等领域还是在政治和社会生
活中,少数民族语言文字都得到广泛使用。新疆人民广播电台
用维吾尔、汉、哈萨克、蒙古、柯尔克孜等五种语言广播,新
疆电视台有维吾尔、汉、哈萨克等三种语言的频道节目,维吾
尔、汉、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锡伯等各民族都有本民
族文字的报纸和书刊。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受到充分尊重。
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尊重和保护。新疆少数民族群众大多信仰
宗教,有的民族群众性信仰某种宗教,如维吾尔、哈萨克、回
等民族群众性信仰伊斯兰教,蒙古、锡伯、达斡尔等民族群众
性信仰佛教。各民族人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得到充分的尊
重,正常的宗教活动都受到法律的保护。新疆现有宗教活动场
所2.4万余座,其中伊斯兰教清真寺23753座;宗教教职人
员2.68万人,其中伊斯兰教教职人员2.65万人。政府每年还拨
专款用于维修重点寺院教堂,仅1999年中央政府就拨款760万
元人民币用于重修乌鲁木齐的洋行大寺、伊宁拜图拉清真寺、
和田加麦大寺。



国家对新疆发展的战略支持。加大在新疆的固定资产投资。
中央政府制定实施的十个“五年计划”中,始终把新疆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农业基础发展项目、现代工业体系建设项目等
列为国家重点项目,出台一系列优惠和特殊的政策,保障计划
的顺利实施。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
新疆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建设,1950年至2001年,全社会固定
资产投资累计完成5015.15亿元,其中中央投资2662.23亿元,
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53.1%;累计建成投产项目9万多个,其中
包括178个大中型项目和一大批对新疆经济发展有重大影响的
项目,为支持新疆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给新疆以巨大财力支持。据初步统计,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
立的1955年到2000年,中央政府给新疆的财政补助累计
达877.41亿元。通过石油天然气开发造福新疆。中央政府逐
年加大了新疆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投资力度,1995年
为181.96亿元,2000年为292.23亿元。已经开工建设的以新疆
为主要气源的“西气东输”工程,计划投资额达1200多亿元。
制定优惠政策,促进新疆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实行
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央政府在经济发展及各项政策上给予新
疆以倾斜。颁布实施沿边开放战略的有关法规提出搞好新疆
的粮棉生产基地建设,建设“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防护
林以及防沙治沙工程;执行扶持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各项优惠
政策;建设边境公路,完善配套边境口岸公路设施;加快塔里木
河生态和水资源综合治理,优先在新疆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
施建设项目;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财
政支持,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
贷款的比重。2001年,中央政府在《关于西部大开发若干政策
措施实施意见的通知》中,规定和提出了十八个方面的68条具
体优惠政策。

全国其他省区市大力支持新疆。几十年来,各省区市向新疆提
供了大量的技术和人才支援。在新疆工业企业发展落后的情
况下,中央政府把东南沿海较发达地区的一些企业、工厂全部
搬迁至新疆,从内地调进工程技术人员充实到新疆初建的骨干



企业中去,并选送一大批少数民族工人到内地先进企业进修实
习,在很短的时间内在新疆培养起一支工程技术骨干队伍。改
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新疆与
内地各兄弟省区市的经济技术合作与交流,人才的互相流动日
益兴起和扩大,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本为纽带,以“物
流”、“人才流”为特征,以优势互补为原则的新的支援新疆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形式已迅速发展起来;尤其是近年来,根据
中央政府的要求,北京、上海、广东、山东、浙江等20多个较
发达的省市对口支援新疆的各地州市,取得了明显成效。

回顾一段段历史,细数一个个数字,新疆的命运,各民族人民的
幸福,无不与祖国的兴衰息息相关,国家强盛,则新疆安泰,人
民康乐,自由、民主、宗教、民族,这一个个音符,只有融入到
祖国发展、强大,屹立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篇章中,才会
变成动听的协奏曲。

新疆的潜力是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前景是美好的。我们
相信,新疆各族人民在中央和自治区各级政府的支持和领导下,
通过艰苦努力,一定会把新疆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