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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5周年，
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的
关键一年，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被明确为“最大的政治”后的第
一年。
这样不平凡的历史节点，中共

中央在全党开展党纪学习教育，其
中深意，应当如何理解把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这是对历史的深刻总结，也
是对未来的深远洞悉。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回首来路，中国共产党从一个只有
50余名党员的小党，成长为中华
民族最具先进性、纯洁性的坚强领
导核心，靠的正是铁的纪律，铸就
了一支具有钢铁意志的胜利之师，
才能不断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
业的伟大成就。
面向未来，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党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
肩负的任务更加艰巨，更需要全
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强化纪律意
识、加强自我约束、提高免疫能
力，增强政治定力、纪律定力、道
德定力、抵腐定力。这次党纪学
习教育，就是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的
重要举措。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既

要把党的纪律刻印于心，也要见之
于行。首先要原原本本学，搞清楚
党的纪律规矩是什么，弄明白能干

什么、不能干什么，始终做到忠诚、
干净、担当。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根据

形势和党的建设需要不断完善纪
律规定，对《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
条例》先后进行三次修订，向全党
全社会释放出越往后执纪越严的
强烈信号。最新修订的条例共
158条，新增了16条，修改了76

条。全体党员干部都应当通过逐
章逐条学、联系实际学、以案促学、
以训助学，前后对比，学深悟透，把
握其中一些突出的新变化、新要

求，做到明底线、知敬畏。
其次，纪律的生命在于执行，

严格执纪本身就是最有力的纪律
教育。党纪学习教育既要受教育，
更要见行动，要坚持两手抓两促
进，力戒形式主义，把开展党纪学
习教育同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
署、完成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重点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坚持“实”的导
向、务求“实”的效果，使党纪学习
教育每项措施都成为促进中心工
作的有效举措，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提供坚实保障。

本报讯（特约
通讯员 龙钢 记

者 李一能）位于虹

口区长阳路62号，

见证了提篮桥一带

岁月变迁的百年老

建筑——摩西会

堂，今天启动修复

工程。记者从上海

犹太难民纪念馆获

悉，这栋建筑将进

行从内至外的修复

改造，预计整个工

程历时半年多。

始建于 1907

年的摩西会堂，是

栋青砖墙面、红砖

斜尖顶的三层外廊

式建筑，当时，由旅

居在沪的犹太人兴

建，1927年被改造

为犹太教会堂。二

战期间，在沪的大

批犹太难民经常在

此聚会。1956年，

由于犹太难民回

国，摩西会堂关

闭。在那之后的数

十年中，这栋建筑

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它曾经做过

政府的办公机构，也做过医院。

2007年，犹太难民纪念馆建

成，摩西会堂承担了布展功能。随

着纪念馆的扩大，有了专门的展示

空间，这栋建筑被恢复成上世纪20

年代的样子。为了让游客沉浸式地

感受老建筑的风采，会堂还曾作为

演出场所使用。观众可在复古的西

式会堂内，近距离欣赏话剧、音乐会

等。此次闭馆修复，也是为了能进

一步拓展会堂的多功能使用空间。

近年来，这栋百年老建筑内部

的许多构件，比如马赛克地砖、木质

楼梯扶手、楼体的红砖等出现风化

现象，需要进行修复。同时，近年来

犹太难民纪念馆发现的新史料，也

让修复工作有了新灵感，有助于会

堂还原当初的样貌。

据了解，此次改造重点之一是

会堂中央的约柜。上海犹太难民纪

念馆馆长陈俭告诉记者，2007年修

缮时，由于有些历史资料没有被发

现，修缮还不完整。这次修缮将根

据新发现的资料，让摩西会堂的约

柜恢复历史状况，使得这栋建筑更

具有历史的沉浸感。

改造中，还将对建筑外墙进行

修补清水砖墙和勒脚、清水砖墙雕

饰修补、清除砖墙植物病害等；对屋

顶、露台的屋架进行修缮加固，更换

损坏严重的木屋架；清洗马赛克地

坪，更换管道，重新铺设吊顶等。

让党纪刻于心见于行
潘高峰

新民眼

杜鹃山茶有了“新家”
在亚高山植物馆内，记者看

到，各色杜鹃正次第绽放。开黄色

花朵的是羊踯躅，这是中国最早进

行栽培的杜鹃，因花朵有毒、羊吃

了后走路晕乎乎而得名。开小白

花的则是滇南杜鹃，这或许是杜鹃

花中花形最小的。沿着栈桥拾级

而上，从高处俯瞰，依地势高低而

栽种的杜鹃花，营造出漫山遍野的

视觉效果。

据介绍，这个馆模拟出西南山

地的独特生境，更适宜高山杜鹃生

长。除了高山杜鹃外，馆内还栽种

了山茶，主要为来自云南的“滇

茶”，花期为12月至次年3月，不仅

花大色艳，整体花期也很长。

山地植物馆展示的主要是苦

苣苔类植物，搭配秋海棠科、野牡

丹科、苔藓、蕨类等。这些植物在

野外多生长在岩石缝、山谷、洞穴

里，在城市中适合它们生存的环境

较少。馆内还有国家一级保护植

物德保苏铁，这也是世界重点保护

的珍稀濒危植物之一，被视为植物

界的“大熊猫”“活化石”，具有很高

的科研价值。

此外，一株原产地为南美洲热

带至亚热带地区的“弥勒异木棉”

也吸引了游客的视线。其树干膨

大，形似弥勒佛的肚子，堪称“镇馆

之宝”。

为植物营造冷凉环境
上海植物园园艺科科长、高级

工程师修美玲告诉记者，不同于常

见的温室，这两个馆内营造的是冷

凉环境，为高山杜鹃、网脉鸢尾、云

南山茶、苦苣苔等喜欢冷凉环境的

珍稀濒危植物提供了迁地保护的

生存条件。

“山地植物馆的温度冬天保持

在13℃以上，夏天保持在33℃以

下。亚高山植物馆在夏天可以降

到28℃以下，冬天不降温，维持在

3—5℃。”修美玲介绍。此外，两馆

的馆体均用透明玻璃制成，上空拉

设篷布，既能充分透光，又能避免

太强的光照。

两座冷温室的外观也非常吸

睛。它们临水而建，造型如同蜗牛

壳，又像两个螺蛳壳，半圆形的馆

体倒映在湖水中拼成整圆，远远望

去如同一大一小两只闪亮的眼

睛。目前，两馆已成为北区的地标

性建筑。

有利于迁地保护植物
为何要建造“冷温室”？修美

玲表示，从收集物种及迁地保护的

角度来说，亚高山类群在植物界受

关注程度一直较高，但国内很少有

植物园专门营造适合它们生长的

环境。因此在扩建北区时，特地规

划了这座展馆，计划收集展示适合

海拔1000米至3000米生境的植

物。如此，上海植物园能够收集保

育的植物类群将大大提升。

与此同时，“冷温室”也为植物

园的科研创设了条件。今后，科研

人员可以在这里探索如何在上海

的气候条件下利用温室将高山植

物养得更好，这也为上海植物园申

报国家植物园提供了助力。

而从科普角度来说，以往上海

市民无法看到的植物类群，如今也

有了展示场所。“比如高山杜鹃，以

往在上海只能进行临时展出。现

在在亚高山馆里，高山杜鹃可以地

栽，一年四季都能向游客展示。又

比如在雨林缸里，今后计划展示龙

南科报春花属的植物。”修美玲表

示，以后上海市民不用远赴香格里

拉、毕节等地，也能看到美丽珍贵

的特殊生境植物。

本报记者 金旻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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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植物园北区的

“冷温室群”外景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上海植物园北区的

“冷温室群”内景

金旻矣 摄

高质量开展党纪学习教育

上海首个 亮相上植北区
收集展示海拔1000至3000米植物

冷温室群

在海拔仅几米的上海地区，如何看
到生长在海拔1000—3000米的植物？
现在，可以去长三角地区首个亚高山植
物馆观看！记者日前从上海植物园获
悉，在上海（国际）花展举办之际，北区
的山地植物馆和亚高山植物馆全新亮
相，这也是上海首个“冷温室群”展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