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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88

新民眼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大会上， 上海市黄浦区外滩街道宝

兴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丽华坐在天
安门广场观礼台上， 聆听总书记讲

话，这位“小巷总理”热泪盈眶。

治大国如烹小鲜。居委会，富有

中国特色的基层自治组织。 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小巷总
理”们能否将执政党的初心誓言，化

为行之有效、 富有创新和创造的基
层实践？观察几位“小巷总理”的“七

一”表情，答案就在其中。

如果， 用一个词形容 “小巷总

理” 詹亦琛的 “七一” 表情， 那就
是———喜悦。

“七一”这天下午，淮海中路街
道建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詹亦琛和

几位居民特地来看看“老邻居”———

又新印刷所旧址。

1920年，在这里，首部《共产党
宣言》中文全译本印刷出版。上周，又

新印刷所旧址完成修缮展陈向公众

试运营开放。 建四居委毗邻“又新”，

后者所在地块已完成旧改，建四所在

69坊旧改正在进行中。一边抓抗疫，

一边忙旧改，辛苦劳累，在“小巷总

理”眼里都是寻常事；不寻常的，是她
第一次看见 100本《共产党宣言》。

1920年，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

历史关头，陈望道先生翻译的《共产

党宣言》横空出世，这一首部科学社
会主义红色经典中文全译本在上海

印刷出版， 仿佛灯塔照亮中国社会
的前途选择。而今，又新印刷所旧址

展陈主题正是：“永恒的灯塔”。展馆
里，大幅触摸屏，詹亦琛手指滑动，

100本各式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近
在眼前，此时，她的表情是喜悦的。

《共产党宣言》篇幅不长，但对

人类社会的影响却是深刻的。 1936

年，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

诺时谈道：“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

在我的心中， 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

义的信仰。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 我对
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

这三本书，其中之一，正是陈望道所

译《共产党宣言》。

2021年 7月 1日，中国共产党

已是拥有 9500多万名党员的世界
第一大党，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体中

共党员发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动员令。 作为党的诞生地所在街

道基层党员，詹亦琛在“又新”感受
初心力量———苟日新，日日新，又日

新，撸起袖子加油干！

如果， 用一个词形容 “小巷总
理” 林龙全的 “七一” 表情， 那就

是———自信。

“七一”这天上午，半淞园路街

道耀江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林龙全和
大家一起收看了建党百年庆祝大

会， 然后， 居民区党总支隆重举行
“光荣在党 50年”纪念章颁发仪式。

林书记为老党员们一一佩戴好纪念
章，然后，带领大家重温入党誓词，

意气风发。

林龙全做“小巷总理”，有一套。

2017年浦江法治论坛上，耀江居民
区《住户守则》荣获社会治理优秀案

例奖。《住户守则》，被誉为社区治家

“小宪法”， 是业主自我管理共同财

产的基础性契约， 无论是业主、租
户，还是访客，都须遵守；业委会、物

业也都职责明确。 《住户守则》是耀
江社区的“自治创意”，也是多年来社

会治理经验的总结和升华。长期的积
极自治， 让耀江社区实现了安全、有

序、宜居，社区入室盗窃多年“零发

案”；因为“善治”，耀江花园楼盘价要
高出同类小区，居民很有获得感。

未来，让《住户守则》持续推动
自治、共治、法治，让小区成为民主

法治共同体、 和谐宜居新家园———

建党百年之际，“小巷总理” 林龙全

更有信心！

如果，用一个形容“小巷总理”

徐丽华的“七一”表情，那就是———

自豪。

今年 6月 16日晚，由中共中央
对外联络部和中共上海市委共同主

办的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

上海的实践” 特别对话会在上海举
行，来自近 100个国家的 740多名外

宾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出席会议，

其中包括40多个国家的驻华大使。

70后徐丽华，平生第一次登台
演讲，讲述“宝兴里故事”，让世界了

解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效率和效
力。宝兴里，新中国上海第一个居委

会，徐丽华在这里工作 9年了。 9年
中，特别是疫情之下的旧改，让她深

刻感受到上海基层社会治理不一样

的使命感、执行力、成就感。如今，宝
兴里居民人搬走了， 但居委会为居

民服务的核心任务却不会改变。 宝
兴居委会刚刚完成换届，书记是 70

后，党总支副书记是 80后，主任是
90后，服务居民的自治传统，一代代

传承，“第一居委”的故事还在继续。

“七一”这天，徐丽华受邀在天

安门广场观礼，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那是作为世界第一大党一分子的自

豪， 更是为这个百年大党清醒意识
初心使命的自豪。

作始也简， 将毕也钜； 百年风
华，初心如始。看看“小巷总理”们的

“七一”表情，请相信，中国共产党始
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 人民就

是江山！

看，“小巷总理”的“七一”表情
姚丽萍

呼应历史 雕琢细节
今年 6月 3日，中共一大纪念

馆正式开馆，项目从设计到建设历

时近 4年。“红色建筑设计，不仅需
要我们充满感情去了解红色文化，

心怀感恩地投入创作，更需要我们
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地雕琢每一个

细节。”华建集团建设咨询总建筑师

肖申君表示，4年中，他已经数不清
和团队成员去过现场多少次，但肯

定超过一百次。从一砖一瓦用材选
择，到墙面外观细节雕砌，再到与周

围街区和谐相融，都倾注了团队大
量心血，反复推敲设计方案。

中共一大纪念馆项目传承着红
色基因，如何通过建筑形态来体现

这种传承？7稿概念方案、17稿主入
口方案，都体现了团队对每个细节

的精益求精：纪念馆入口造型最终
选用五开间方案，门头采用红砖拼

花装饰，与周边石库门建筑相呼应；
大厅中轴线一棵百年劲松（罗汉

松），象征建党百年、根深叶茂、基业
常青；广场旗杆高 1921 厘米，呼应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年 1921；旗杆底
部的花瓣由 56 个石榴籽纹样紧紧

包围，代表了 56个民族大团结。

为了确保设计方案在实施中精

准到位，邢同和常常带着团队成员，
坚持爬上脚手架，看工人们在老师

傅的带领下砌砖勾缝，只有完全按
传统手工艺精工细作，他才放下心。

项目团队中，有邢同和构思指导设
计；有 30岁出头的中坚力量承上启

下，日以继夜推进方案；有刚分娩完

的女员工舍小家为大家，克服困难
完成工作；也有刚刚步入工作岗位

的基层设计师全力付出，把控细节。
“多少个日日夜夜，多少张草

图、图纸，团队多少次围在桌边讨论
和研究，要把纪念馆做成精品。”项

目团队成员纷纷表示，为伟大的事
业建一座纪念馆，也是为自己的职

业生涯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研读史料 精心设计
2020年 10月 26日，经过近一

年时间的设计与施工，完成整体连

通及功能拓展工作的龙华革命烈士
纪念地，可经由地面到达龙华革命

烈士就义地。一条 200多米长的三
段通道，以忠魂广场为起始，胜利广

场为转折，英烈就义纪念墙为终端，

整体环境庄严而不悲，让观者体会
烈士“向死而生”的崇高精神。

“红色建筑项目不是在一张白

纸上做设计，必须解决好如何传承
和发扬历史文脉和红色基因这一重

大课题，需要大量地学习红色史
料。”华建集团都市总院副总建筑师

刘智伟至今还深刻地记得，第一次
从陵园地道进入就义坑的场景。就

义地石碑前带血的镣铐、矗立的松

柏、古旧的老桥、桥下的溪水，仿佛
仍在哀思那些壮烈牺牲的勇士。成

员们在纪念碑前长时间地静默哀
思，心情久久不能平复。

回去后，设计团队开始大量学
习和翻阅历史资料，熟悉龙华烈士

陵园厚重的革命历史脉络，阅读“龙
华二十四烈士”的可歌事迹、鲁迅的

《为了忘却的记念》与左联五烈士、

彭湃等革命先烈的事迹史料，体会
他们伟大革命精神境界。

红色史料的学习，是创作的源

泉。待心中的热情愈加炙热，设计也
就水到渠成。龙华纪念地项目工期十

分紧张，但团队成员每天准时抵达现
场，有时就为了一棵树的位置、一堆

草花的设置、一个纪念物的摆放位
置，不断提升和纠错，只为了给烈士

纪念地设计最好的、最富有思想情感
的方案。 本报记者 裘颖琼

通过建筑形态传承红色基因
———记华建集团“红色项目”设计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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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红
色金融交响曲———上海金融战线
革命斗争史料展”，近日在上海市

政协开幕。

史料展首次全面系统地挖掘
了上海红色金融资源，梳理了上

海红色金融战线的主要人物、重

要活动和重大事件，再现了中国
共产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的发展历程。展览

分“觉醒时代的信仰”“抗战烽烟
的洗礼”“生死较量的坚守”“走向

新生的决战”“永远闪光的名字”

“金融中心的建成”六部分，通过

珍贵的历史档案、图片和视频，讲
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金融领域

树起党的旗帜、建起党的队伍、建

立金融统一战线、稳定金融市场
迎接解放及有效接管建立金融秩

序等斗争故事。
史料展由市委宣传部、市委

党史研究室、市金融工作委员会
指导，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交

通银行、市档案局（馆）、东方网共

同主办，展期两个月，面向社会公
众开放。

重温上海金融战线革命斗争史

中共一大纪念馆、龙华革命烈士
纪念地……这些家喻户晓的红色地
标，都出自华建集团“红色项目”设计
团队之手。“我爱建筑，更爱红色建
筑！”作为团队的主心骨，82 岁的华
东建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总建
筑师邢同和深情地说道，红色建筑的
设计、保护、传承、创新，是纪念建筑
中最具设计高度、温度的匠心之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