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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资源保
护

陈永忠认为，做事有流程 , 可以照做 , 但要有感情的投入，

才能激发出主动而为的思考。自己曾经也有卡壳的时候，通过

读展板进行缓冲，后续能巧妙救场，观众也不会觉得晦涩难懂。

“熟练了之后，思考能带给参观者更多的东西。”

小喇叭讲解团的小故事

东华大学大二学生吴梦畅，做志愿者只有一年，但她说，

用自己微小的力量做一些事，正是不断向理想信念靠拢。志愿

者专用柜的钥匙上有一个娃娃，是早先服务的武警战士留下的。

志愿者们将其视为雷锋志愿精神的传承，一波波传给接班的志

愿者。

直到今天，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手机里还

保存着一张照片：一位武警战士志愿者在纪念馆《起点》浮雕

前拖地。“那天上海突然暴雨 , 观众入场后馆里地面上也逐渐

有些水渍 , 保洁员还没来得及清理。”杨宇说 , 没有谁让志愿者

去做这件事 ,“但他自己主动地、很自然地就去做了。我随手拍

下照片 , 越看越被志愿者这种主动服务的细节所感动。”

而今天，无数位年轻人甚至中小学生志愿者们，都在努力

做到让志愿服务的能量向更远处辐射 , 让红色历史向更远处传

播。

2019 年暑假 , 当年代表们开会的 18 平方米小房间迎来一批

系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志愿者，他们在这里做中共一大会址专场

讲解，讲一讲真理的味道很甜，讲一讲 13 位代表围在桌子旁开

会的场景，每场大约两三分钟。小个头讲大历史，许多参观者

竖起大拇指。“我 15 分钟就能把讲解词背下来。”上海市黄浦

区卢湾一中心小学生说。

原来，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毗邻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2006 年，在校长吴蓉瑾的发起下，专门志愿服务中共一大纪念

馆的全国第一个小学生讲解员社团——“红喇叭”小讲解员社

团成立了，她带着孩子们一起讨论、磨稿，用儿童化的语言、

生动形象的故事情节，将解说词变成了一个个精彩的小故事。

“我们将红色故事整理成7到9个字的短句，配合快板解说，

让观众听起来更有兴致。”卢湾一中心小学语文老师孟佳慧说，

小学生们离那段历史的时间是远的 , 但通过讲故事，能让他们

离历史更近，懂得祖国发展的不易。

据汤文琼介绍，目前党的诞生地志愿者 2024 年新项目已经

启动，馆内计划通过开启小语种涉外志愿讲解服务，可以提供

阿拉伯语、俄罗斯语、西班牙语 3 个语种的服务。同时，中共

一大纪念馆也留下了很多小语种的观众留言，他们的“签言万语”

也可以通过翻译，让更多公众知晓。

其次，中共一大纪念馆还将招募一批青年艺术爱好者，经

专业老师培训，通过舞蹈、情景剧等多种艺术形式，开展情景

党课，开启红色志愿服务新形式。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有一幅大型油画《星火》，描绘了

中国共产党 50 多位先驱的形象。他们犹如星火燎原，为中国

革命谱写了崭新篇章。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志愿者们亦如那星

火，汇聚中共一大纪念馆，传承红色精神，以自身行动坚守心

中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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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蓉瑾（右）在全国率先组建小学生红色讲解员社团。摄影 /孙中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