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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传播 “后浪”的赤诚

    在建党 100周年到来前夕，

有着 64年党龄的高秀忠奶奶和
老伴孟文耀，双双戴上了“光荣

在党 50年纪念章”。2015年初，
夫妇俩到上海市红十字会登记

遗体捐献，百年后无偿捐献全部
器官。十几年来，高秀忠还用千

针万线，先后编织了 600余件爱

心毛衣，送到社区、儿童福利院、
边远山区的贫困儿童手里，献上爱心和

温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毛衣奶奶”。
高秀忠今年 89岁，退休前就职于普

陀区税务局。1986年退休后，高秀忠拒
绝了多家企业单位的高薪聘请，而将空余

时间用到了帮税务局培养新人上。1997

年，她在劳动局“帮帮”服务中心建立了代

理记账服务部，先后吸纳接收 100多位
下岗财务人员担任记账员，为下岗职工

再就业事业作贡献。直到 2003

年，老人才真正闲下来。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既然

闲不住，就想着做些对社会有
意义的事情。”2004年六一儿

童节到来前，高秀忠第一次将
编织好的 20 件毛衣和 300 元

寄给了上海市儿童福利院。之

后每编织好二三十件毛衣就寄
去，短短 3年寄去了百余件。她

编织的毛衣还送到小区居委
会、社区慈善超市和边远山区，

给更多的困难儿童带去了爱心
和温暖。这一坚持就是 16年。

高秀忠编织毛衣用的是两
股中粗的花色毛线，不但暖和，

而且花色精心搭配，时常还来
点小花样，每件都不重样，大多

适合两三岁的孩子穿，编织一
件最快也要一星期，慢的话要

半个月，编织 20余件毛衣大概
要半年。“只要有时间，我就坐

在这里织。”这几年，老人每天
至少花两三个小时织毛衣。年

纪大了，视力不好，几年前双眼

还做了白内障手术，但老人编

织毛衣没有停歇。有一次，老人
去邮局寄毛衣，不当心摔倒，导

致手骨折。休息一段时间后，她
又编织起了毛衣。

2008年汶川发生地震，老人在震后

的第 3天，就向灾区捐献了 1万元，这笔
捐款是老人四五个月的退休金。在她的

影响下，老伴向单位党组织缴纳了 2000

元的特殊党费，她女儿也向红十字会捐

赠了 5000元。老人的种种善举，感染了
周边的居民，大家纷纷向“毛衣奶奶”学

习，积极投身志愿公益事业，奉献爱心。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唐诗婕

    24位 UP主带你去寻宝，“一

个都不能少———长卷寻宝”引发了
海内外网友的热情关注， 由 Z世

代平台哔哩哔哩与上海插画团队
聚变工作室联手推出的这部长

卷，插画取法《清明上河图》，用传
统国画元素接轨国际网络潮流插

画笔触， 传统水墨画散点透视结

合现代美术 3D立体视角，加上自
带流量的 24 位 UP 主当 “护宝

人”，又有各个年龄段都喜闻乐见
的互动游戏形式，24 张插画，56

个民族，100 个“彩蛋”，全网寻找
知识宝藏解密游戏， 令人耳目一

新充满期待。

这一场“年轻”的传播，是中国

青年人用自己的赤诚和爱国心，向

大家讲述扶贫工作中的一个个感

人故事， 同时展现 56个民族美美
与共的生活场景。公益心和爱国心

让来自全国各地的 Z世代青年代
表相聚于此， 站在党的初心始发

地，他们用自己的青春之力和创作
激情，掀起澎湃的红色后浪。 如何

汲取红色力量奋勇前行，这一批青

年在年轻人的平台、用年轻人的方
式，给革命先辈、给全社会提交了

一份令人欣慰甚至惊喜的答卷，答
卷里精彩纷呈的叙事烘托出两个

大字：情怀。

中国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从来

都不缺情怀， 热爱家国的具体化，

是把自己的青春投入到党领导的

改变全国人民生活的事业中去。

中国人民的大家庭， 一直以来都

是民族间守望相助， 有担当有情
怀的青年人，其家国视野中“脱贫

路上一个也不能少， 一个民族都
不能少”。

插画画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

治州十八洞村精准扶贫首倡地，画
出“羊书记”姜仕坤带领群众发展

山地特色经济……这款 “上海出
品”的插画长卷，把党领导 56个民

族摆脱贫困、走向全面小康的幸福
生活场景生动地展现出来，更展现

了党领导下成长的一代青年所具

有的澎湃激情和视野格局。

中国的红色“后浪”有能力推
动中国的发展进程，也有能力讲好

中国的发展故事。

    24张插画，56个民族，100个“彩

蛋”，24位 UP主带你去寻宝。6 月 29

日，由 Z世代平台哔哩哔哩与上海插画

团队聚变工作室联手推出的“一个都不
能少———长卷寻宝”扶贫成就公益传播

活动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启动。
来自全国各地的 Z世代青年代表

相聚在党的初心始发地，以饱满的爱国
热情和创作激情薪火相传，掀起澎湃的

红色后浪。据主办方介绍，7月 2日，“一
个都不能少”系列插画、“长卷寻宝”互

动游戏将在“上海发布”微信平台和 B

站同步上线首发，并联手 B站公益 UP

主开启全网寻找知识宝藏解密游戏。

借鉴《清明上河图》

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
成为精准扶贫首倡地、乡村教师张桂梅

坚持数十年扎根云南大山、“羊书记”姜
仕坤带领群众发展山地特色经济……

生动的扶贫故事以舞台剧形式拉开活
动序幕，也展现了长卷的创意来源。这

款“上海出品”的插画长卷以习近平总

书记“脱贫路上一个也不能少，一个民
族都不能少”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等重要论述为创作灵感，采用深受

海内外受众喜爱的插画形式，描绘了新

时代 56个民族摆脱贫困、走向全面小
康幸福生活的生动场景。

绘制“一个都不能少———长卷寻
宝”的插画师来自上海青年创业团

队———聚变工作室，均为活跃在微博、

抖音、B站等主流社交平台的头部内容

创作者。他们是一群“95后”Z世代年轻
人，长期聚焦创作国际时政漫画，致力

于讲好新时代互联网的中国故事。UP

主逍遥散人对此次活动全程直播，引发

网民关注，直播观看峰值达到116.3万。
据主创团队透露，为精准描绘各族

人民，展现中华民族美美与共的生活，
聚变工作室依托上海文艺出版社民族

民俗民间文化出版中心专家团队的研
究开展创作。系列插画取法中国古典长

卷《清明上河图》，结合传统水墨画散点
透视与现代美术 3D立体视角，运用当

下国际插画界流行的笔触，描摹祖国的
大好河山和各民族人民的生活情态。

UP主带你寻“彩蛋”

长卷埋设 100个知识“彩蛋”，特邀
哔哩哔哩 24位头部 UP主担任“宝藏守

护者”，向海内外网友讲述动人的扶贫

故事。UP主“中国 BOY超级大猩猩”在

B站拥有 720多万粉丝，他希望通过该
活动号召更多年轻人关注扶贫攻坚事

业，关注党的百年辉煌历程，“身处今天
的上海，回看 100多年前的红色建筑和

故事，还能深切地感受到先辈们的创业
激情，让人不由自主地想跟随他们的脚

步，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新西兰籍

UP 主安柏然（网名“绿眼睛 Andy”）长

期生活在上海，志愿成为长卷中新疆
画幅的宝藏守护者。今年 4月他前往

新疆，用 Vlog 记录下乌鲁木齐和喀什
的美景美食和各族人民的幸福生活，

相关视频在脸书和油管累计播放量已
超过 61万。

据悉，7月 2日至 25日，互动游戏
“长卷寻宝”解锁内容将由 UP主代表发

布在自己的主页。网友可根据动态提
示，登录“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或哔哩

哔哩平台首页，前往长卷寻找相应彩
蛋，发现由“宝藏守护者”共同分享的精

彩内容。作为“宝藏守护者”代表，B站
虚拟偶像洛天依也亮相启动仪式现场，

并将在 7 月 25 日带领网友探寻压轴
“彩蛋”。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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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UP主化身“讲述者” 街头艺人唱响《辅德里》
B站 24位头部 UP主向世界 讲述百年大党暖心故事

长卷寻宝，Z世代画说 “一个都不能少”

    支部建在连上，人尽皆知。支部建在楼上，也

是近年来上海各商务楼的新气象。 如今，支部还
会延伸到街上———依托市文旅局党委下属的上

海演出行业协会党支部，三位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的持证街头艺人，带领各民族街头艺人，今明两

晚在静安公园门口， 举行 “把心中的歌声献给
您———庆祝建党百年红歌专场”。

率先于去年七一递交入党申请书的街头艺

人阿杜透露，街艺圈反映，在街上唱主旋律歌曲
赢得的共鸣度颇高。 因而根据大家的喜好，维吾

尔族歌手开散尔会弹唱《花儿为什么这样红》，佤
族歌手魏磊会唱《阿佤人民唱新歌》，来自江西赣

州的林晓明也递交了入党申请书，选择了《唱支
山歌给党听》。 他们还会更新歌单：“现在年轻人

最喜欢的红色戏剧， 是中共二大主题的 《辅德
里》，主题歌开头一句———你会不会想她，大家都

会哼唱。 ”因而，他们还改编成《辅德里》街艺版，

今晚首次在街头唱响……

有了信仰的追求，他们不仅限于当街放歌，在

疫苗临时接种点，他们会编歌传播接种常识；在五
五购物节、六六夜生活节里，他们也是街头演出的

主力；在剧场内还不能举办演出之际，街头演出是

最先开放的文艺活动。 “我们在街头观众的眼里看
到了感恩，也看到了安心……” 朱光

支部延伸到街上

    非虚构戏剧《辅德里》的作曲李京键、制作人

沈璐君等对街头艺人的演出版本竖起了大拇
指———原曲是由黄龄演唱的女生独唱，委婉动

人；街艺版改编为男声小合唱，加重了节奏，凸

显了力量感，不仅更适合在街头背景声复杂的
环境下演出，也融入了激情。因为街头演出不像

剧场演出那样可以打字幕，所以今晚演出时，他
们还会朗诵一遍歌词。选择今晚进行街头首演，

是因为恰逢阿杜递交入党申请书一周年，而且
在他的带动下，林晓明和戚功耀也分别在今年

1月和 4月，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因而融入了市

文旅局党委下属的上海演出行业协会党支部的
组织活动。

病中感受组织的温暖
来自安徽的阿杜是街头艺人中的佼佼者，歌

艺佳、人品好，做事靠谱。因而，他不仅是全职街

头艺人———月收入过万，一人唱歌能养好全家，
还承担了大量的统筹、协调、管理工作。每晚 12

时到家后，他要整理来自 10位左右的街头艺人
督导员上报的《每日上岗情况汇总》《上海街艺督

导员当天情况记录表》———这两张表可以显示近
几年来中哪一天哪个时段哪位街头艺人在哪里

演出时表现如何，且成为今后考核的依据，所以
颇为重要。

去年年初，阿杜因为身体不适误服药而生

病。消息传遍街艺圈，同行纷纷捐款，甚至有人准
备卖掉老家的房子凑钱来为他治疗……“我想入

党，首先是因为大病一场后感受到组织的温暖”。

“组织”这个词，对于街头艺人而言意义非凡。市

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说：“一般情况下，初来乍
到上海，第一反应肯定是先找房子，再找饭碗，还

没入党的人更不可能想到先找组织”。

努力成为自律的团体
事实上，自治带来的自律，正是街头艺人这

个组织的铁律。阿杜表示，“我们有三句话”，分别

是———“我们是一个组织”“我们是一个有规矩的
组织”“我们是一个有标准的组织。”

第一句话很好理解。第二句话里的“规矩”体
现在：“在人人拥有综合艺术水准的同时，要符合

街头表演的行为准则”；第三句话里的“标准”体
现在：“所有的考核指标都会量化”。是否有规矩，

是否合标准，就体现在阿杜每天搜集、整理、录入

的两张表里。
个别街头艺人带好了整套乐器和音响准备

上岗时发现忘记带上街头艺人证，督导员就一方
面会阻止未带证的上场，一方面调度其他艺人

来补救———直至街头艺人证被闪送到位前都不
能登台：“证件，是你在这里演出的理由和依据。”

偶尔也会有观众热衷为街头艺人“伴舞”而不肯
离场———街头艺人已经拥有自己的粉丝团，粉丝

团会群策群力把“伴舞”劝离。林晓明表示：“街
头艺人本来生性散漫，最初执行这些规则时大

家也自我怀疑———能做到这么规矩吗？”后来，阿

杜等人的自律，示范、引领了大家，而上海街头
观众的肯定和鼓舞，也让街头艺人充满自豪感：

“我行的！”

为信仰我也要那么做
阿杜参加了两次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两次

参观了上海龙华烈士陵园。参观时，有一件艺术

作品深深震撼了他———那就是纱幕上的影像展
现的舞蹈演员，以肢体呈现投身革命的志士或慷

慨激昂或柔情似水的画面。最终，他们的肢体都
幻化为瓣瓣桃花飘零；纱幕后的雕塑则突然活动

了起来……虚与实、动与静、爱与恨、红与白———

“那一幕让我热血沸腾。”他说：“为了信仰，我也
会那么做！”所以，在女儿生病之际他依然会坚持

平常的工作量，累了，就会自问自答：“我有没有
信仰？有！”然后，继续。其间，他也经常得到韦会

长的鼓励。他会发微信表示：“去了龙华烈士陵园
看到那些烈士和我们年纪相仿，我就感觉还有什

么不能舍呢？”韦芝回复道：“我懂你。”
如果不无偿投入组织协调工作，阿杜每月能

挣到 2万元以上，但他就保持着现在的节奏。他
的选择，也感染了身边人。林晓明来自江西赣州。

他在入党申请书中写道：“我出生（于）一个共产
党员的干部家庭，父亲、叔叔、姐姐、姐夫都是共

产党员，从小他们给我的言传身教，就给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记，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

伟大的祖国！”
他们今晚将唱响《辅德里》，把情感注入歌

声，在上海城市街头艺人“把心中的歌声献给

您———庆祝建党百年红歌专场”上深情吟唱：“鲜
花开满了山崖，野火烧尽了荒凉，少年奔向了远

方，追寻他们的信仰……” 本报记者 朱光

一年前递交入党申请书 街头艺人阿杜带动伙伴向组织靠拢

今晚首演，让红色 旋律在上海街头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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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持证街头艺人杜烁辰与他的伙伴刘晓民、林晓明
和戚功耀，今晚将于静安公园门口唱响中共二大主题的非
虚构戏剧《辅德里》的主题歌。前晚，他们先在陕西北路网
文讲坛举办的《辅德里》剧组与观众见面会现场进行了“预
演”。之所以选择今晚在街头首演，是因为恰逢人称“阿杜”
的杜烁辰递交入党申请书一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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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论语

■ 刘晓民、杜烁辰、林晓明、戚功耀

（从左至右）在陕西北路网文讲坛预演
《辅德里》主题歌

■ 高秀忠在家中织毛衣 陆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