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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立德树人

中国智慧

中国故事 

到最基层，在服务中重温初心

舞台上，由复旦大学学生演绎的故事，徐徐展开；舞台下，

年轻的医学生们被学长和医学前辈的故事激励着。这台原创话

剧名为《行走在大山深处的白衣天使》，剧中故事，来自复旦

大学上海医学院博士生医疗服务团（以下简称“复旦博医团”）

在过往近 30 年志愿服务中真实发生的事件。

“复旦博医团”由博士生和医学专家志愿者构成，团队到

偏远地区开展活动，涵盖义诊、专业讲座、学术交流等内容。“复

旦博医团”迄今已经走过 10 余万公里，足迹遍布 16 省 26 县的

36 家医院。“复旦博医团”的活动既是对偏远地区、医疗水平

相对落后地区的帮扶，同时也是对志愿者团队的思政教育。近

几年，“复旦博医团”除了远赴偏远地区之外，还开展常态化

的义诊、健康咨询及科普活动，深入上海各个社区开展医疗咨询，

  这堂行走思政课的教师、上海交大党委副书记、医学院党

委书记江帆讲解说：“2022 年上海交大医学院建院 70 周年之际，

王振义院士将这八个字书写于泰山石上，八个字如今也是交大

医学院的办学使命和每一个‘交医人’的精神铠甲。”

从校门出发，师生一行沿着重庆南路、复兴中路、兴业路、

淮海路探寻红色印记，从这些红色印记中学习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历程和中国健康事业的发展轨迹。

这堂形式新颖的“浸润式”思政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同黄浦区委宣传部、中共一大纪念馆联合打造，由交大医学院

党委宣传部牵头，与学校多个部门合作实施。上海交大医学院

所处的街区，是孕育中国红色火种的摇篮。在学校附近，有著

名的中共一大会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周公馆（中

共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韬奋纪念馆，又新印刷所旧址，

中共一大代表宿舍旧址等等。学校与街区各个红色教育基地充

分沟通，整合资源，为医学生们设计出一条可以用脚步丈量的

红色初心之路。

上海交大医学院校园内，也有不少红色印记。比如校园内

的东四舍，是“震声歌咏团”的诞生地。在艰难险恶的白色恐

怖中，当时的学生们积极开展爱国民主运动，顽强发展地下党

组织，同帝国主义势力做殊死斗争。1948 年，震旦大学的“震

声歌咏团”诞生，每逢周六下午，东四舍中就会传出《啃春泥》

《团结就是力量》《放牛娃王二小》等歌曲，吸引了广大学生

参与。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郑康林、党员丁永宁、葛富国等经

常在东四舍等学生宿舍与积极分子通宵达旦地宣传革命理论，

校内积极分子不断增加，出版的《震声》油印宣传小报也有了

不少知音。

江帆介绍，行走的思政课将红色故事与医学故事交融，将

城市文化与校园文化融合，是思政课程与专业课程的汇聚，旨

在持续打造区域融合的红色医学人文教育基地。行走的思政课

通过寻访历史印记，引导医学生畅谈从医理想信念，使思想政

治理论课更加贴近时代、贴近学生，让青年学生听之解渴、学

有所得，真正爱上“真理的味道”。

据介绍，上海交大医学院“学思践悟二十大、行走课堂起

新程”思政课程接下来将结合大中小一体化德育建设，面向社区、

医院、中小学全面开放，打造区校融合的红色医学人文教育基地，

深度融合区域红色资源，进一步打造可阅读、可讲述、可漫步

的“交大医学”红色文化名片。

医学生回答：“我为什么要做医生？”

　　行走的思政课通过寻访历史印

记，引导医学生畅谈从医理想信念，

使思想正治理论课更加贴近时代、贴

近学生，让青年学生听之解渴、学有

所得，真正爱上“真理的味道”。

上海交大医学院东四舍是“震声歌咏团”的诞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