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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先进典型”踏实肯干的工作态度诠释云南精神。 １７４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哲学学会　石勇　李晓雯　朱丹

弘扬云南精神要 “恒”、“实” １７５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哲学学会：石勇　李晓雯　朱丹

不管精神的力量有多强大，最重要的一步还是实践 １７６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委党校　段雪梅

把发掘西畴精神作为树立高原情怀、弘扬大山品质的

实际行动 １７７
———西畴县委　马忠俊

云南精神应当落实到行动上，体现在各项具体工作中 １７７
———砚山县委党校　郭帅灵

以高远的视角观察、开放的胸怀吸纳、包容的心态融汇 １７８
———楚雄市委宣传部　王正明

放开眼量谋发展，放开手脚谋跨越 １７９
———武定县委　龙德武

保护传统文化，践行云南精神 １７９
———元谋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祁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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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品修养上着力，从自己做起，从实际出发 １８０
———大姚县委宣传部　陈国平　彝族

学习实践云南精神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可行的长效

工作机制 １８２
———中共大理自治委党校　黄学敏　杨燕芸

成为 “云南精神”的践行者要强化 “五种意识” １８２
———弥渡县委宣传部　李光聚

在传承和创新中不断丰富云南精神 １８３
———南涧县委宣传部　张应军

反复构建云南精神的认同，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形成对

云南精神的共识 １８４
———大理学院党委宣传部　张卓梅

大力弘扬云南精神，凝聚发展云南的强大动力 １８５
———中共晋宁县委党校　矣艳晖

在当好桥头堡建设排头兵中践行云南精神 １８７
———中共昆明市委宣传部　胡国强

践行云南精神要抓重点 １８８
———中共昆明市盘龙区委党校　陈华

云南精神传播应该采取的文化策略 １８９
———昆明市社会科学院　李美婷

用云南精神鼓舞昆明 “两区”建设 １９０
———昆明 “两区”新闻中心　李吉银

弘扬云南精神的方法和途径 １９１
———中共镇雄县委宣传部　曹春裕

在云南精神的认同上多下功夫 １９２
———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监察室　陈俊

弘扬云南精神要发挥好主体的作用 １９４
———中共昭通市委党校　胡青

在建设新农村中弘扬云南精神 １９５
———盐津县第一中学　魏云

云南精神是当代云南人应有的核心理念 １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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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通师专思政部　符礼刚

用云南精神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 １９７
———镇雄县委宣传部　吉永华　杜永富　曹春裕

把云南精神化作更大的手笔、更大的气魄、更宽的视角、

更宽的胸襟 １９８
———永善县委编办　余剑

以实际行动弘扬云南精神 １９９
———曲靖师范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　翁旭红

精神只有与实践相结合才有旺盛的生命力 ２００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讲师团　蔡大坤

借助互联网传播云南精神 ２０２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委党校　张翠丽

践行云南精神就是要以广阔宏大的视野来谋划发展 ２０３
———泸西县委宣传部　马学春

在文学创作中践行云南精神 ２０４
———昭通市委组织部 《红色扎西》编辑部　艾自由

提高广大干部群众对云南精神的知晓率和认同度 ２０５
玉溪日报社　徐云松　　玉溪电视台　杨云燕

宣传和弘扬云南精神，要做到 “五个结合” ２０６
通海县委宣传部　朱学尊

找准培育弘扬云南精神的着力点 ２０８
中共澜沧县委宣传部　施文艳

培育云南精神需要选好途径、找准方法 ２１１
昆明船舶设备集团公司　李青　姚惠军

抓好基础工作，抓好典型示范 ２１２
广南县文联　罗有光

乡村干部是宣传践行云南精神的关键力量 ２１５
云县漫湾镇人民政府　乐英泽

让云南精神走进基层 ２１６
保山日报社　杨景皓

少喊口号，多做实事 ２１７

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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