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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通讯员 束方皓 记者

江跃中）“大家好，这本铅印小册子
最后十页收录了《中国共产党章程》，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章程。它的
诞生，标志着党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

成，党的事业由此走向更广阔的新天
地。”前天，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重新

开放，站在党章集锦墙前，武警上海

总队执勤第四支队十中队的党史讲

解员李士杰，讲解党章诞生的故事。
据了解，为庆祝建党 100周年，

执勤第四支队开展了《兵哥说党史》
活动，并以现场讲解和短视频的方式

广为传播。
“大家请看这座刻画着代表工

人、农民、青年和妇女的主题雕塑，请

猜一下妇女手上拿着的是什么？”李
士杰向跟团参观的游客抛出了疑问，

看大家满脸疑惑，他解释道：这是宣
传标语的旗帜，可不是菜刀哦。他的

回答引得游客笑了，也让大家的注意
力更加集中。相较从前，士杰显得更

加从容，也会主动与游客互动。台上
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他坦言，曾经有

游客问过妇女手上拿的是什么，当时

自己一时回答不出，幸好有馆内的讲
解员在旁，及时解了围，自那之后，他

就会对馆内的展陈作更加细致地了
解，特别是讲解稿上所未提及的。

和李士杰一同过来的还有李昊
杰，两人都是 00后的战士，穿着军装

在场馆内格外显眼。

李士杰是在 2020年 5?成为一
名讲解员的，回忆起当年的背稿经历，

李士杰记忆犹新，“当时第一感觉就是
稿子背不下来，因为实在是太多了，所

以当时通宵达旦地背记。”这次讲解，
因为展陈调整，讲解稿也作了相应调

整，所以他需要“破旧立新”，花了整整
4天时间去背记稿子。

而李昊杰是今年刚刚通过讲解
员考核的新人，两人在 4?就已经去

馆内实地训练了，之后只要一有休息
时间，两个人就会去馆内反复练习。

“临战”前，馆内的讲解员还给他俩打
气，“拿出精气神就好！可以给大家多

讲讲展陈的新变化。”

虽然是一名新晋讲解员，李昊杰

对讲解却有着近乎“苛求”的标准，一

个字也不能错，因为他记得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的老师提醒过他，讲解稿

一字一句都是党的历史，容不得任何
差错，从那之后，他对讲解也有了更

深层次的认识。

十中队的另一名战士陈伉也一
直在关注着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

动向，1999年出生的他，从 2018年 3

?就开始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担

负志愿讲解工作，在场馆因装修暂停
开放后，他就和馆内的讲解员保持着

联系。可是还没等拿到最新的讲解

稿，他却因为参加了武警部队的党史
宣讲团，前往了天津。“以前是在馆

内，为全国各地慕名而来的游客讲解
党史，现在是跑到全国各地，给战友

们讲党史。”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讲解员在参与讲解的
过程中，既是自我教育，也是感染他

人，学党史、讲党史的传统早已蔚然
成风、深入人心。”中队指导员杨泽楠

表示。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武警志愿讲解员
向游客介绍党章如何诞生

“兵哥说党史”崇德更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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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法医请“神笔警探”为抗战牺牲的曾祖画像

英雄故事成骄傲
曾祖张厚义的故事，张东川从小

到大不知道听爷爷讲过多少遍。直

到今天，这已经成为他最大的骄傲。
1913年 8?，张厚义出生在安

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一户贫苦的农民
家庭，读了三年私塾后，因饥荒和战

乱被迫辍学务农，还去煤矿当过学

徒。1930年，在煤矿党组织的领导
下，他开始走上革命道路，张家也成

了中共宿西县委的一处秘密交通站。
1938年，张厚义正式加入中国

共产党，参加抗日游击队与日伪军

进行战斗。当年 6?，在宿永公路伏
击战中，张厚义奋勇杀敌，身中三

枪，半昏迷中他仍紧握着一颗手榴
弹，准备和敌人同归于尽，所幸未被

敌人发现。
1944年冬，日伪军自徐州向南

侵袭，部队领导决定在濉宿公路设

伏截击。当时身为连指导员的张厚
义接令在邵山一带迎敌作战。由于

敌我力量悬殊，局面万分危急。张厚
义受命带一个班把敌人大部队引上

山，掩护游击队撤离。

张厚义带队圆满完成任务，为

游击队转移赢得宝贵时间，但下山
的路却被敌军封住了，张厚义和战

友们与敌军拼杀到最后一刻……当
游击队找到张厚义时，他仰面朝天

躺在一块石板上，鲜血流满了整个
石板。牺牲时，张厚义年仅 31岁。

寻找“神笔”为画像
每次听爷爷讲曾祖的故事，张东

川都会热泪盈眶。他也从爷爷一次次

讲述中得知，最让爷爷无法释怀的，
是当时掩埋遗体时担心敌人报复，一

切简单仓促，没有请人留下遗像。

爷爷的愿望也是张东川的愿望。
他至今还记得爷爷在自家葡萄架下，

握着他的手说：“小川，你曾祖是大英
雄，没有他们这代人的牺牲，就没有

今天的幸福。我们不能忘本。”
2016年，张东川研究生毕业，

成为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

法医。工作后，他就一直在打听有无
擅长模拟画像的专家。

最近，张东川偶然在“学习强
国”上看到山东省公安厅刑侦局物

证鉴定中心已退休的“神笔警探”林

宇辉正在开展免费为烈士画像的公

益活动。张东川如获至宝，经过多方
打听，他终于联系到了林宇辉。

听了张东川的请求，林宇辉专
程赶到淮北为张厚义烈士画像。他

铺好画纸，拿起画笔，根据张传贤的

回忆，一笔一笔画出了那个人……
“太像了，很像我的父亲。”眯着

眼睛看到久违的父亲样貌，张传贤
激动万分。但他很快用颤抖的声音

说，“林老师，我有个请求，父亲是一
个很乐观的人，再苦再难也是笑呵

呵的。你能否让他笑起来？”

林宇辉拿起画笔和橡皮，迅速
修改起来。看着“笑起来”的父亲，张

传贤忍不住哽咽。

红色基因四代传
张家四代都是党员。曾祖父张

厚义，党龄 6年，牺牲在抗日战场

上；爷爷张传贤，党龄 52年；父亲张
安临，党龄 27年；张东川，党龄 10

年。作为上海刑警“803”的年轻一
代，张东川从警 5年，已参与现场勘

查 80余次，检验尸体 400余例，荣

立三等功一次。
“在我心中，曾祖父不惧牺牲、

舍生取义、信仰坚定，是一名优秀的
共产党员。”张东川感慨，“幸运的

是，我进入了‘803’这个有着红色传
承的集体，无论是老一辈，还是新一

代，他们个个都是我的榜样。”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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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一个心愿 传一种精神
张东川有一个梦想：为 1944 年牺牲在

抗日战场上的新四军战士、曾祖张厚义画像
留影。

张东川是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的一名
青年法医。2016 年从警后，他就一直在想方
设法实现这个梦想。这不仅是为了实现年近
九旬的爷爷的心愿，也是为了将先辈的精神
传承下去。

最近，这个梦想终于实现了。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白花花的酸奶饮品成桶倒！如

此也算追星？ 近?，网上热传的一
个视频令人瞠目结舌。视频中某品

牌酸奶饮品被大量拆开，直接倒入
沟渠中，而且只倒掉手头的这些还

不算完，背后还有一整面“酸奶饮
料”墙等着被倒掉。

成桶倒酸奶饮品，因为在粉丝
的眼中没有奶制品只有奶瓶盖。因

为瓶盖内里藏着二维码， 扫码投
“奶票”，才可以为参加选秀节目的

心仪选手赢得人气值。 真是荒唐，

如此践踏奶制饮品令人情何以堪？

饮品?商与选秀节目合谋，把

选手出道机会和卖产品捆绑在一

起，让粉丝的钱包为酸奶买单。 饮
品?商看着自己生产的酸奶饮品

被白白倒掉，已经没有商业效益上
的痛失感。 相反，还期待能收获品

牌影响力。 而早在 2020年 2?发
布的《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审核标准

细则》就明确规定，“节目中不得出

现设置‘花钱买投票’环节，刻意引

导、鼓励网民采取购物、充会员等
物质化手段为选手投票、助力”,?

商和选秀节目方打擦边球打到“擦
枪走火”，该管一管了。

粉丝失去理性更令人痛心，如
今的饭圈文化正在将一批又一批

的年轻人带上价值观的歧路，“桶

倒酸奶饮品”即为典型案例———因
为追星，没有底线，几近疯狂，只为

选手能出道。试问这样出道的选手

又能走多远，用“成桶倒酸奶饮品”

的伦理推出来的公众人物，能代表
这个社会的先进文化吗？

饭圈的各种行径，真的禁不起
拷问。面对在资本摆弄下失去自控

力的年轻粉丝们，或许相关部门不
能再仅仅是厌弃和反感，而应出手

相救了。 社会上各种的道德责问，

也该细化为具体的管理和关爱。

4? 29?，国家刚通过的《反

食品浪费法》， 将节约纳入法律条

文的刚性要求，违规者将受到法律

的惩罚。在《反食品浪费法》刚刚生

效之际，以成桶倒酸奶饮品的白花
花事实， 高调嚣张地叫板法规，对

这样的不良企业，以及选秀后的资
本，都该依法问一问了。 以宽容的

态度对待文化的发展，并不是可以
任由各种贪婪的意识借助文化的

外壳膨胀，贴着法律边缘走，甚至

不惜触法。 对这样的违法行为，必
须依法查办。

今日论语 饭圈“成桶倒酸奶饮品”违法当究 秦 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