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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一生做一事
如果要问杨宇哪一场讲解印象最深刻，那

一定是2017年10月31日那场。那天，习近平

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中

共一大会址，杨宇担任纪念馆基本陈列讲解。

“讲解时长45分钟，带给我的力量，却可

以充满我一生。”她告诉记者，她当时内心最

大的触动，就是自豪感。

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择一事、终一生”。

这六个字杨宇一直默默记在心间，这是一种

多么美好的人生。她坦言，刚工作时，她没有

想过这个概念，但她没有离开过这个单位，从

一名普通的讲解员，到成为一名管理人员，始

终都没有离开宣教工作，而且她相信会坚守

下去。

三张流程图
作为基层管理人员，除了具备过硬的业

务能力，完善内部管理制度、编制各岗位操作

手册等也是职责所在。在杨宇的办公室，有

她不同时期制作的三张宣教工作流程图。

2002年，她刚提任宣教部副主任，就考虑

这个岗位应该怎样做。她制作了第一张工作

流程图，不难看出，当时宣教工作的重心只是

单纯性讲解接待。第二张图是她2010年世博

会前后制作的，这时的宣教工作开始注重青

少年教育、注重思政教育。

去年建党百年时，杨宇又制作了第三张

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出，中共一大纪念馆正

全方位、多维度、立体化、多元化地讲好建党故

事，讲只是其中的一种方式，宣传与教育并重

才能真正构建红色场馆的教育品牌与体系。

另外，去年杨宇还把宣教部的所有岗位

都编写了岗位说明书。她希望，以后每位新

来的人都能知道所有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开

展，“每个岗位就像家用电器一样，只要打开

说明书，就能知道这个岗位应该做什么”。

讲解和教育
这么多年来，杨宇一直身体力行地为讲

解员这个职业正名。“很多人一提到这个职

业，就会想得特别简单和狭隘，就像我一开始

的理解一样，以为就是把稿子背出来，其实

不然。”她介绍，如果单纯讲述，越来越没有

办法让人产生情感上的认同和对红色文化

的归属，因此要守正创新。她解释：“守正是

我们守住阵地接待，让观众从单纯性的打卡

式参观，到寻找百年大党的‘青春密码’；创

新是我们以各种方式让红色文化圈粉新一

代的年轻人。”

她认为，她这代党史教育工作者最想做

到的事情，不能仅仅停留在培养年轻讲解员

如何字正腔圆，如何讲得饱含激情，这些都属

于浅层面的。而是应该搭建起与时代发展相

契合的教育体系和教育框架，还要与时俱进，

不能一成不变，这个才是核心和关键。

谈起如今多元的传播方式，她如数家珍，

“2020年，我们的讲解员‘变身’主播，通过网

络直播带着观众‘云逛馆’；我们与航空公司

合作，把镇馆之宝《共产党宣言》的故事带上

万米高空，在航班上为乘客讲述建党故事；

2021年，开展‘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活

动，推出沉浸式情景党课……”

她欣喜地看到，如今，传播红色文化的人

越来越多了，大到退休资深党务工作者，小

到小学生，每一个年龄段，每个不同经历的

人群都在用自己的方式传播着红色文化，影

响着同龄人。

杨宇表示，工作在党的诞生地，初心使命

就是讲好建党故事、彰显建党初心、诠释好建

党精神，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精神之源，在这

“源头”上工作，是一辈子的骄傲和自豪。

本报记者 屠瑜

讲好建党故事 传播红色文化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择一事终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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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迎二十大

■ 中共二十大代表，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外滩老建筑公司团队十年投入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

“外滩匠心”让古旧变经典
新征程 奋进者

二十大代表风采
二十大代表风采

在入馆工作的22年里，有一个日子中共一大纪念馆
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一生铭记，“我是2004年7月23日入
党的，那天真是热泪盈眶，只有一大人才知道7月23日有
多么重要，那是一大开幕的日期”。
22年如一日，她始终坚持在一线传播红色文化，既是

金牌讲解员，也带领宣教队伍不断守正创新。她亲历了
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发展壮大，也见证了红色文化一步步
更贴近大众，在更多人心中生根发芽。

今年，她作为中共一大纪念馆的一名基层党员，被选
为党的二十大代表，她又一次热泪盈眶，心潮澎湃。

“一个修房子的人，能用人生最

好的十年打磨这辈子为之自豪的作

品，何其幸运！”

说话的人，叫朱亦锋，外滩投资

集团副总裁、外滩老建筑公司总经

理。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合改

造项目，是上海市城市更新示范项

目、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造率先启

动项目和区重大工程项目。面对重

大项目，一群“修房子的人”，如何重

现风貌、重塑功能，让古旧变经典？

重现风貌 重塑功能
凡大工匠，总想一辈子能出些

为之自豪的作品。160街坊项目，是

难得机遇更是重大挑战。

原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大楼是

项目的核心建筑，始建于1914年。

1949年上海解放，新旧政权交接仪

式在此举行，同年10月2日升起上

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继而成为新

中国上海市政府大楼，1989年被列

为市第一批优秀历史建筑和市文物

保护单位。

160街坊项目，要“重现风貌、

重塑功能”，变“古旧”为“经典”。按

照高端总部办公为主、文化和公共空

间为亮点、特色商业为配套的总体功

能定位，打造历史风貌保护和城市更

新经典新街区。作为上海第一批城

市更新项目和外滩第二立面综合改

造率先启动项目，160项目是一个以

征收为起点的探索性项目，征收腾空

协调工作复杂；产权归集、土地获取

没有成熟政策支撑和现成经验遵

循；设计方案、施工方案需要国家文

物局等国家部委的批复认可。

锲而不舍 磨工细作
“在项目重保区域修缮中，锲而

不舍、精益求精、精工细作，就是要

细到一扇门一块马赛克。”外滩老建

筑公司副总经理金晓侃说。

施工之前，原有门、窗、把手、墙

面、地板、地面等的色彩、材料、工

艺、质地、年代，项目团队要一一考

证，“一件一策”，选择合适的工艺、

工序、工具、材料，逐件修复。

仅门的修复，从脱漆、打磨到重

新校色、上漆，全程需要7道工序。楼

内主通道的地面马赛克，历史工艺与

现代工艺不同，头几次出来的样品，

都不满意，反复比对调试，质感、颜

色最终找到最接近原物的方案。

凝聚匠心 打造品牌
大工匠，若无信仰激励，那也只能

是匠人，有匠气少匠心。

160街坊项目，拥有深厚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独有的红色历史基因。

“我们制作了历史文化纪录片《一座

楼 一座城》，出版了《从工部局大楼

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大厦》，形成了书

稿《人民的上海》，打造了‘外滩匠心’

精品党课。”外滩老建筑公司党支部

书记梁春生说，原陈毅市长办公室曾

于施工间隙临时设置为红色历史资

源展示空间，在“四史”学习教育活动

中成为黄浦区红色历史教育点。

十年磨一剑。有专业高效的建

设团队，有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有

凝心聚力的党建平台，一定能打造出

外滩历史建筑保护更新的新标杆、

体现工匠精神的新典范和区域经济

发展的新名片。 本报记者 姚丽萍

■ 磨工打磨“心滩匠心”
杰朝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