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大家往江面上看，那里就是第一批留

法勤工俭学人员出发时，‘因幡丸’邮轮停泊
的七号浮筒。1919年 3? 17日，第一批留

法勤工俭学学生，怀揣着救国救民的远大理
想和同样风雨无阻的奋进精神，驶离上海，

踏上了旅程，毛泽东同志到码头送行。1919
年 3?到 1920年 12?，20批 1600?名中

国青年从上海乘船出发到法国‘勤于做工，
俭以求学’。其中，有天津的周恩来，湖南的

蔡和森、李立三、李维汉、向警予，四川的赵

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等，而毛泽东
同志三次来到这里送别他的友人。”

昨天下午，黄浦江畔细雨飘飘，如同
102年前的那个早春。从靠近北外滩公平路

码头的滨江最佳观景点一眼望去，江面上有
一个红色的浮筒，而它，正见证了一个世纪

前的启航。作为虹口区首场基层党史教育宣

讲，来自虹口北外滩街道

的两新企业上海识装信
息科技有限公司（“得物”

App开发公司）的宣讲员

谢许瑶正深情讲述这段
102年前的故事，听众则

是北外滩街道的社区基
层宣讲团成员们。

昨天是留法勤工俭学启航 102周年纪
念日，虹口区在活动现场举行留法勤工俭学

出发地纪念标识揭幕仪式，这块见证了国人
探寻真理的纪念标识也是上海市首批设立

的重要红色革命遗址、旧址统一纪念标识之

一。虹口北外滩成为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启
航之地，也见证了一批批优秀共产党人从追

寻真理的青年变成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本报记者 袁玮

中央宣讲团成员与上海大学师生代表、杨浦社区干部群众交流互动
      昨天，中央宣讲团成员、中

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来到中
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红色学

府”———上海大学，与师生代表面
对面交流互动。当大学生们纷纷提

出“如何学习党史，传承红色基因”
“如何把学习党史融入到未来的工

作和学习中”等问题，李君如深入

浅出地回答说，上海大学由邓中
夏、恽代英、张太雷等一批出生在

19世纪 90年代的共产党人创办，
如今，上大的一些学生还在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开展志愿讲解服务，
他们讲述中的主人公毛泽东、陈望

道等共产党人同样出生于 19世纪

90年代，这些当代“90后”大学生
与上一代“90后”革命家的“对

话”，正是青年学子学习党史的生
动方式。

上海大学是一座曾被誉为“武
有黄埔、文有上大”的红色学府，红

色基因流传近百年。昨天，李君如

首先来到钱伟长图书馆与学生们
交流。在校史馆，电影学院学生扮

演恽代英，为大家讲述中国共产党
人的创校初心，音乐学院的学生则

以小乐队合唱形式，演绎曾在上海
大学任教的田汉创作《义勇军进行

曲》的经过。这些沉浸式微党课给

大家带来深刻印象，了解到红色基
因是怎样根植在上大和上大人的

血脉中。正是因为有这样深厚的精
神滋养，上大学子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他们在交流中纷纷介绍了自己
从中获得的深刻体会。

自 2019年起在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志愿讲解的上大学生陈雪
燕说，过去 10年中，已有 283名上

大学子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开
展讲解。过程中，让她印象最深的

是，每次讲到陈望道在翻译《共产
党宣言》时，因为过于专心，误把墨

汁当红糖的故事，观众总会会心地

笑起来，深切感受到“真理的味道
真甜”。作为一名“90后”的上大学

生，讲起曾在上大执教的上一代
“90 后”老师的故事，陈雪燕格外

有感触，她说：“服务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的经历，就像萤火一样，点

燃了我血液中的红色基因种子。”

交流中，上大师生代表还介绍了各
自开展党史学习的做法。令大家关

注的是，大学生党员们充分运用新
媒体特点，利用思政课线上打卡、

“FM红色声音馆”校史学堂、电影
微党课、制作“手语讲党史 100句”

微视频等鲜活方式，带领同学们一

起“晨曦赶路学党史，向上攀登续
基因”。

下午，李君如又来到杨浦区幸
福村居民区、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

设规划展示馆等地，与社区干部群
众面对面交流，了解党建引领下的

社区更新、加装电梯等利民实事。

曾 9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
的全国劳动模范、全国离退休干部

先进个人、杨浦滨江建设者、“小巷
总理”、旧改征收居民代表等纷纷

畅谈各自学习党史的心得体会。
本报记者 孙云

    这两天，一条《中国说：四个老
外的一堂“党课”》的视频在朋友圈
广泛转发。 视频中，英国姑娘萨拉
和广坦同时提到一个有趣的知识
点———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
培养干部的学校是外国语学社，可
见当时的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学
习和开放。 这让上海市政协委员、

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党委书记
吴皓感触很深。

“老外们极具个人风格的‘高言
值’，用叙事方式讲述党史，像唠家常
一样，讲述了‘为什么’‘怎么样’‘是
什么’三个基本问题，我们的红色印

记展馆中也有外国语学社的介绍，这
条视频为我们如何做好这方面的党
史宣传提供了新的思路。 ”吴皓说。

近年来，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持续推出“红色印记”党团史教
育校园行活动， 让党史知识进学
校、进课堂、进学生头脑。据上海市
青少年活动中心党委副书记、副主
任张岱虹介绍，通过对这几年最受
欢迎课程的统计，他们发现一个很
有意思的现象，从 2017 年的《少
先队的历史知多少》， 到 2018年
的《青少年如何学习十九大精神》，

再到 2019年 《新中国成立 70周
年》， 青少年对红色历史关注的视
野越来越大。 去年受疫情影响，推
出的网上课程得到很多学生的点

击。“我们有位参与讲课的老同志，

一开始的时候也为如何与青少年
交流烦恼， 但是上了几节课之后，

及时调整了讲课的内容，现在已经
成为最受欢迎的讲师之一。 ”张岱
虹说。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观、 世界
观、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对青
少年来说， 党史是最好的 “教科
书”，要针对不同年龄、不同群体、

不同成长环境的青少年开展党史
教育， 使其从单纯的受教育者转
变为党史的主动宣传者和自觉传
承者。 在近日于市委党校举行的
党史学习教育中央宣讲团报告会
上，市委书记李强指出，要抓好青
少年学习教育， 着力讲好党的故

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
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讲好红色故事不仅要靠嘴，有
时候也需要靠肢体。著名舞蹈家黄
豆豆曾与孩子们一起表演舞蹈《闪
闪的红星》，用肢体语言传递信仰、

信念和信心，给孩子们以心灵的陶
冶、奋进的力量。在他看来，舞蹈的
艺术魅力可以冲破语言和文字，有
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一种让孩子
们凝聚在一起的力量， 把积极、健
康、 富有正能量的舞蹈引入校园，

传承红色基因和革命薪火。

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
德、学史力行。通过党史教育，要让
广大青少年弄清楚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 “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等基本道理，这不仅需要在课
堂上传授相关知识，也需要课外创
新讲述的形式，正如一位网友评价
网红党史剧 《觉醒时代》：“没有枯
燥乏味的说教，没有简单粗暴的灌
输，不回避曾经走过的弯路、不掩
饰曾经遭遇的困难。充满人间烟火
气的场景让原本根植在教科书中
的历史事件鲜活了起来。 ”

青少年从党的故事、革命的故
事、英雄的故事中看到的不仅是过
去的历史，更是人生道路上的奋斗
目标。 从小培养青少年热爱党、热
爱社会主义的感情，把爱国主义精
神融入他们的血脉，让他们在党史
的滋养中更加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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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党史教育需要“高言值”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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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代90后“对话”开启学党史生动方式

打造学生追捧的“金课”
上海高校将党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新学期《现代农

业理论与实践》第一课，上海交通大学兼职教
授严胜雄把党史教育带入农科专业课堂。课

堂上，她带领学生重温百年党史，感悟党带领

人民解决“三农”问题、实现脱贫攻坚的伟大
成就，引发学生共鸣。2019级食品科学与工程

本科生戴一非谈到：“听完今天的课，我深深意
识到今天的一切都来之不易。作为新一代青

年人，我们应该以强农兴农为己任，为国家农
业发展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这是上海高校

将党史教育融入课堂教学全过程的一个缩影。
上海高校在全国率先提出课程思政理

念，课课皆思政，将专业教育纳入思政育人
体系。建党百年之际，党史学习教育进课程

内容、进教学过程、进队伍建设，有机融入教
育教学全过程，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

全市本科高校开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概论”课程，讲授马克思
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宣传阐释中共百年的

奋斗历程，努力打造学生追捧的“金课”。支
持高校挖掘革命遗址、档案资料、校史校训

等资源，开发各具特色的课程教学配套资
源。比如，上海音乐学院汇编《初心与使

命———歌声中的中国共产党》歌曲集，用特
定题材的歌曲回顾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程，

寓党史于美育之中。

党史教育如何有机融入公共基础课程、

专业教育课程？各高校各有妙招———华东政
法大学“侦查学原理”课程，讲授中国共产党

领导下的侦查体制发展变迁，弘扬红色法律
传统文化。上海应用技术大学“材料学概论”

课程，结合党史谈成材，凝练出党史与材料
学的诸多共性内涵。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课

程开展沉浸式教学，组织学生在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等场馆，现

场教授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与时俱进、
发展创新的历程。

教师是育人的主体，上海高校实施课程
思政金课名师打造计划，推出一批院士、“长

江学者”、国家级教学名师等带头领衔的课

程思政教学名师和团队，推动专家学者将党
史融入专业课堂。上海交通大学将编写《院

士谈党史》，激励带动中青年教师学党史、讲
党史。上海外国语大学专业教师开设多语种

《中外时文选读》等课程，组织学生参加“多
语种青年志愿者活动”，用世界语言讲述中

国故事。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杨振斌认
为，大学更要上好党史课，关键是要让不同

类型的教师都能发挥特点和优势，年轻教师
以贴近学生的语言赢得学生、学术骨干用独

特的专业视角吸引学生、老教师在言传身教
中影响学生。

■ 汇山码头遗址标识坐落于北外滩最佳摄影点旁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