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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退休志愿者的奇妙链接

多年来，在志愿者团队里，曾有人因为种种原因主动退出，

但王丽华却坚持了下来，坚守一位普通党员对党的承诺：“我

喜欢奉献过后油然而生的成就感。”

同样喜欢这份成就感的，还有退休后的陈勤奋，她曾是复

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医生。建党 100 周年，她应聘上了志愿者

岗位——在纪念馆序厅内的党旗旁,帮助参观者规范进行宣誓。

一直以来，陈勤奋认为一大会址代表着城市形象，令人遥不可及。

直到她发现两件展馆文物，猛然间顿悟，党的诞生地，就在这

个城市里面，就在大家的身边。

记得在面试志愿者时，老师曾问过陈勤奋为何来报名当志

愿者，她说了几条理由，其中一条就是：“我总感觉我们华山

医院与中共一大纪念馆之间有着某种联系。将来，在服务的过

程中，我或许可以找到这种联系。”

2021 年 7 月 16 日晚上，陈勤奋刷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

微信公众号 2019 年 7 月 5 日的一篇推送“从 1919 到 1949 | 中

共一大会址馆藏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文物故事”，猛然发现里

面提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沈孟先”——时任邮政工人行动委

员会主席的沈孟先。

在 “1926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小标题下，是一张 

“上海邮政工人参加武装起义使用的警笛、哨子”的文物照片。

照片是这样介绍的：“1926 年 10 月至 1927 年 3 月，为迎接北

伐军进军上海，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先后发动组织上海工人举

行了三次武装起义。前两次起义因准备不足而失败，第三次起

义经过 30 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后取得胜利，成为中国工人运动史

上光辉的一页。

在第二、三次武装起义时，上海邮政工人也参加了起义。

这只警笛和哨子是邮政工人在举行武装暴动集合队伍时使用的，

警笛上海制，哨子英国制，由沈孟先保存。1959 年沈孟先将两

件文物捐献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在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官网上，

陈勤奋查到沈孟先曾在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工作过，而这正

是华山医院的曾用名。

也就是说，时任邮政工人行动委员会主席的沈孟先，正是

后来华山医院的地下党组织职工党支部第一任书记沈孟先。“这

个新发现确实鼓舞了我，让我更加热情地投入到志愿者的工作

中来。”

与陈勤奋一样，2023 年 9 月退休后的陈永忠，也是一名志

愿者。陈永忠曾是上海电力党校老师，在职时，因为管理及口

才方面出色，成为鸿儒讲师团一名讲师，进行党课授课。成为

志愿者第三年，陈永忠被任职为讲解志愿者团队的小组长，负

责排班、数据统计、纪念馆讲解等。冥冥之中，这位 55 岁的老

党员早已沉浸在这个初心始发地。

6 月 18 日上午十点，陈永忠讲解完中共一大会址，又接待

了一个百人的团队前往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一结束，陈永忠

就被一个党员拉住，对方兴奋地说：“老师能不能加您一个微信，

今天被你的声音感动到了。”由于对讲解稿的烂熟于心、高峰

期时场馆动线掌握合理，陈永忠往往能自然而然地代入课堂上

的亲和风格。这不是她第一次用声音征服观众。

陈永忠告诉《新民周刊》，在党校开发课程时，她和团队

曾研读了几百万字的建党史料。“以前我们对中国这段苦难的

历史印象并不深刻，但研究之后，我自己被感动到了。特别是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那部分 , 讲到我们的六大革命圣地，真的很

有感触。”目前，陈永忠一周来参与两到三次志愿者工作，但

人手调配仍然比较紧张。

春节期间，上海市妇联“海上传奇”讲解志愿者团队由陈

永忠带教培训，陈永忠对她们的要求很严格。比如，讲解稿如

何讲得更加生动，讲解手势如何大气有格局，仪态仪表站位等

均有一套流程标准。“真正成为一名讲解员，不仅需要背熟 1.5

万字的讲解稿，还要熟悉展板摆放位置、文物背景故事等。做

了之后才发觉知难行易。”

志愿者（左）在“开国大典”视频展项前发放小国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