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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党史学习教育直通车
首站开进浦东张江

11

    本报讯（首席记者 宋宁华）学

党史可以很时尚！作为全市党史学
习教育重点项目之一，党史学习教

育知识竞答活动前天启动。“搭载”
知识竞答、主题征文、主题快闪、学

习打卡和文创征集等内容、由“学习
强国”上海学习平台推出的党史学

习教育直通车首站开进浦东张江，

将陆续驶往全市各地，为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送去丰富的学习资源。

手机扫码争相答题
前天下午，记者在启动仪式上

看到，竞答线上活动“初体验”开

启。人们用手机扫二维码就可进入
“庆祝建党百年专题知识竞答”，每

次 5题，共 60秒，每人最多可参加
两次。

点击手机，“刷题控”们开始答

题。“《解放日报》是在哪里正式创
刊的？谁翻译了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共产党宣言》……”现场有不少人
拿出手机扫码，争相“尝鲜”参赛。

竞答活动线上线下结合，分 3

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线上个人赛，

即日起持续至 5月中旬；第二阶段
为线上团体赛，以各区、大口党委的

学习组织为参赛团体，从 5月中旬

持续至 6月中旬；第三阶段为线下
挑战赛，组织线上团体赛的优胜者

于 7月进行线下比赛，角逐最终的
优胜奖。

主办方介绍，从前晚 8时开始，
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答在“学习强

国”上海学习平台“今日推荐”和“学

习之家”频道推出，让更多人有机会
参与挑战。

生动党课打动观众
启动仪式上，金牌讲解员王韵

正分享了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主

题展背后的精彩故事。“主题展中，
‘烂泥渡路’置景给习近平总书记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过去浦东人曾戏
言，‘走过烂泥渡路，行人没有好衣

裤’。如今，它已变身为金融机构集

聚的银城中路。”她表示，除了艰苦
奋斗的精神之外，浦东最具有代表

性的就是创新探索的精神，“这里的
奋斗精神、创新精神、敢闯敢试的精

神浸润着老一代人，也激励着新一
代的我们，要赓续浦东精神，走在改

革创新的最前线。”
闵行区实验小学的康宇泽一家

三代人来到启动仪式，带来“三代共

话百年情”的节目，给观众们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康宇泽小朋友从“外公

给我讲过的故事”说起，把观众们带
回到上世纪 70年代老一辈在艰苦

的大西北钻研奋斗的场景。3年前，
康宇泽利用参加夏令营的机会参观

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离外公

当兵的地方不远，我真切体会到随
着我国国防力量的提升，那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建党史学习共享空间
当天，上海交响乐团、闵行区、

中福会、上海交大、上海音乐出版

社、光明乳业等发布、展示了“跟着
音乐学党史”“闵理故事”“手绘建党

百年长卷”文艺创作以及快闪推荐
歌曲、快闪表演等项目。

据悉，浦东新区首个“学习强

国”上海学习平台线下课堂暨党史
学习教育共享空间，于当天在张江

镇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设立，将
为党员群众提供党史书籍、宣讲课

程菜单等服务，并将为老年党员利
用“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学习党史提

供志愿服务等。

    “您看镜头，不急，一会就可以

办好了。”“您再等等，马上就轮到

您了。”……这是施华挂在嘴边的
话。她是上海移动营业厅的普通一
员。不同的是，她工作的营业厅，位

于离上海市区几十公里远且交通
不便的横沙岛，营业厅只有一个工

作人员，服务对象以 60岁以上的

老年人居多。
横沙岛和岛外的交通只能依靠

渡轮。岛上的移动营业厅一周只营

业两天，每周三、周六，营业员要从

隔壁的长兴岛过来服务，施华便是
登岛服务队伍中的一员。每到登岛

的日子，天还没亮她就要从浦东离
家，乘车穿越上海长江隧道，再到长

兴岛换乘轮渡驶向横沙岛，往返路
上需要约 6个小时。遇到天气不好

摆渡停航，还要留岛过夜。

横沙岛营业厅面积约 10平方
米，是“一个人的营业厅”，由一名营

业员负责当天所有的服务工作：为
用户办理移动业务，接待用户的业

务咨询，维护管理现场办理秩序，检
查、存放柜台资金……由长兴岛营

业厅 6位营业员轮班。

“目前横沙岛有近 8000位移动
用户，大多为老年客户。平时小辈也

不在身边，老人对一些基本的手机
操作、软件使用都不太清楚，他们更

愿意来营业厅跟我们面对面交流。”
施华介绍说，老年人喜欢上午早早

来营业厅，有时候会排长队。“效率

最高的话一天能接待四五十个人。
上午人多，忙的话午饭来不及吃。”

退休 11年的季先生说：“这里
工作人员的名字我叫不出，但是看

到都认识，都很熟悉了。我一般半个
月来一次，反正想到需要她们帮忙

时，就来麻烦她们了。”在营业员的

帮助下，季先生已能熟练操作智能
手机。“阿拉一有不懂的地方，就马

上来学习。” 本报记者 叶薇

横沙岛上“一个人的营业厅”

    起点，饱经沧桑的一座石库门

建筑，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
的伟大开端；终点，党领导下百年伟

业的时代例证———浦东开发开放以
来翻天覆地的巨变。今天是浦东开

发开放 31周年，上午 9时 30分，一
辆辆红色党史巴士从一大会址出

发，开往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主题

展，用 100分钟讲述百年党史的辉
煌历程。记者乘上首发的党史巴士，

体验了一番不一样的“党史之旅”。

来到“百年党史路 奋斗新征程”
党史学习教育巴士课堂，马上置身于

一片“中国红”的海洋。围绕“百年党
史在上海的精彩演绎”这一主线，党

史巴士仿佛一根“针”，途经渔阳里、
中共二大会址、五卅运动纪念碑、外

滩陈毅广场、浦东开发陈列馆等 20

多处红色地标，把上海珍贵的红色资

源串点成线，打造出一堂跨越浦江两
岸、贯穿百年历史的精品党课。

“100 年前的 7 月 23 日，就在

我们身旁的这幢‘李公馆’，有 15位
年轻人聚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中国

向何处去？’的讨论……他们绝大多
数都是当时的 80后、90后，甚至还

有 00后。”在党史巴士上，讲解员从

神秘的“李公馆”说起，把人们带入

那个惊心动魄的年代。

“党的诞生纪念日为何不是一
大召开的 7月 23日？”“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诞生在上海？”……在讲解员
的娓娓道来中，许多党史知识串联

起来；而乘客们随着途经“世界上最
昂贵的绿地”、穿梭陆家嘴百亿楼宇

等车窗外的风景，党领导下的浦东
开发开放的创业历程和巨大成就，

一一展现在大家面前。

在 100分钟“干货满满”的课
堂，边行车、边参观、边讲课、边互

动，“轻轻松松”就把党史学了。在巴

士上，还通过互动讲党史，在巴士行
进过程中穿插解说员与乘客的问答

互动。在生动活泼的方式中，大家感
官“开动”，看、听、学兴致盎然。听到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金一南眼
中，中国共产党就是全球最牛创业

团队”的说法，大家忍俊不禁的同

时，许多人纷纷点头赞同。
今天让世人惊叹的成就不是唾

手可得，是用无数革命先辈的鲜血、
甚至生命换来的。在《永不消逝的电

波》作品中，主人公李侠的原型，是共
产党最早的无线电台工作者之一李

白。1948年 12月 30日凌晨，发给西
柏坡的电报，成了李白生命的绝唱，

当时电波的那一头是只有 16岁的报

务员苏采青。在党史巴士上，人们看
到了一段珍贵的视频，苏采青重新来

到李白故居，用摩斯密码发一封明码
电报。今年已经 89岁的苏采青回忆

起当年的场景，仍然难以抑制悲痛的
心情、声音哽咽，“常有人说共产党员

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但其实他

们也是普通人，只是手中有真理、心

中有信仰，所以即使身处险境，也会
挺身而出、舍身取义！”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在党史巴

士课堂中，人们不但重温初心，更从
历史中汲取了前行的力量。在当天的

首发仪式上，15位来自陆家嘴金融
城、张江科学城等代表获党史巴士志

愿讲解员证书。“能在建党百年之际，
来到党史巴士课堂，体验志愿者的工

作，重温党员最初的梦想，我觉得非
常有意义。”志愿讲解员———全国五

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谢邦鹏说。
接下来，巴士课堂将每月邀请

全市的优秀党员、青年党员、先进人
物走进巴士课堂；并将推出“党的故

事我来讲”巴士课堂讲解员评选大
赛活动，组成百人讲解团，凝聚更多

党史学习教育的社会力量。

首席记者 宋宁华

起点：“开天辟地站” 终点：“翻天覆地站”

乘上党史巴士听“永不消逝电波”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一辆红色党史巴士上午从一大会址开往浦东开发开放 30周年主

题展，用 100?钟讲述百年党史辉煌历程，让干部群众深入了解中国
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的伟大成就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