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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敬百年 时代‘童’行”———上海

少年儿童‘红色声浪’情景讲述展评活

动”总结表彰会在中福会少年宫隆重举
行。百名“红色小小故事员”脱颖而出。他

们从历史足迹、革命精神、脱贫致富、科
学攀登、文化自信、抗疫先锋等不同角度

深情讲述和演绎着一个个生动的故事，

掀起了广大少年儿童学党史、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的“红色声浪”。
本报记者孙中钦 马丹 摄影报道

    在杨浦区殷行街道，62岁的张

老伯自己接种完，便和邻里之间分
享“不出小区接种疫苗”的好消息，

“我们楼下居委会就能接种，十来分
钟就搞定了，趁现在这么方便，赶紧

去接种。”

散个步就把疫苗打了
为进一步为广大市民提供方便

安全快捷的接种服务，本市各区、街

道出动疫苗接种大军，除驻守集中
接种点外，还编排出灵活的“机动接

种队”，将接种疫苗的服务送入社
区、高校、养老院等场所，为城市构

筑起更强的免疫屏障。

在杨浦区殷行街道的居民区，
不论白天还是黑夜都能看到热情的

志愿者对来往的居民进行宣传，鼓
励登记。不少居民得知不出小区就

能接种疫苗，还有“双休场”“日场”
“夜场”多种选择，吃好饭散个步就

把疫苗打了，不耽误工作，也不耽误

生活，许多之前还在观望犹豫的居

民也坐不住了。

出个差就把疫苗打了
记者在上海南站临时接种点看

到，这里共设置了 3个接种台，按照

“预检-接种-留观”的单向动线分
区布局。“上海南站来往旅客多，漕

河泾街道开设上海南站疫苗接种
点，方便来沪旅客、务工者、职业人

群接种疫苗，同时辐射南站周边居

民就近接种。”徐汇区漕河泾街道相
关负责人介绍。昨天是该接种点试

运行，上午 8时左右，已经有人排起

了队，其中不少是外地来沪人员。经
验丰富的医护人员和志愿者仅通过

半小时的磨合，迅速进入工作状态，
整个过程井然有序。

5月 27日，闵行机动接种服务

队已在虹桥火车站 B1 层第 36 商
铺位开设了临时新冠疫苗接种点，

为来自四面八方的旅客提供新冠疫

苗接种服务。出个差，就能把疫苗打

了，这样的便利让许多旅客称赞。

日接种量约 40万剂次
当前，全球疫情形势依然相当

严峻复杂。“大家已经意识到，人类

无法在短时间内将新冠病毒‘剿
灭’”。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

教授说。在上海，已经拥有了 125家
发热门诊，200多家社区发热哨点，

应对疫情的“武器”越来越多，上海

的公共卫生综合处置能力也进一步

提升了。
截至 5月 31日，全市累计接种

超过 2600万剂。接种需求在哪里，
疫苗就到哪里，普陀区的机动接种

队从 3月下旬开始，深入校园、商
区、楼宇、大型居民区、集市以及公

园、地铁站等开展疫苗接种工作，累

计接种 200余场，超 6.1万剂次。还
有许多社区安排了专车接送，确保

社区居民平安回家。

市卫健委透露，截至 5月底，本

市除 71个大型接种点长期开放外，
还有 200多个社区接种点以及不断

新增的机动接种队等，上海不断挖
潜增能，科学合理设置并逐步扩容

大型临时接种点、社区接种点、移动
接种点（车），全力以赴推进疫苗接

种。目前，本市疫苗接种能力每天达

74万剂次，每天接种量大概 40万

剂次。

首席记者 左妍

    清和坊地处闹市中心，位于

浙江中路广东路的东北面。高大
的门头上一串数字“1927”，记录

着这片石库门房子建成的年份。
无论建成时还是现在，清和坊周

边都十分热闹。现在沿街开着各
种小商铺，吃穿用一应俱全。而弄

堂口的一块铭牌则透露着这里的

不同：浙江中路 112号，中共中央
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

沿街的浙江中路 112号是坐
东朝西、砖木结构的两层住宅，如

今一楼开着一家水果店，二楼则
还是普通民居。建成第二年即

1928年，这里一楼同样开了一家
店铺，是出售日用品的杂货店。不

过，老板却有点神秘。

这个老板常往不远处的天蟾
舞台方向走去。然而走到路口，他

却没去看戏，而是闪身走进隔壁
的房子里去了。

“这个神秘老板就是当时中

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上海社会

科学院学者张晓栋介绍说，邓小
平以杂货店老板的身份作为掩

护，他还租下了二楼。1928年中共
六大在莫斯科开会期间，李维汉

就住在二楼，负责留守、主持中央
工作。一般来说，邓小平每天上午

9时到此，跟李维汉等人在楼上碰

头，商讨处理日常事务。
而他经常去的另外一个地

方———天蟾舞台旁的房子，其实
是中共六大之后的党中央政治局

机关，也就是现在的云南中路
171-173号。两处秘密机关步行只

需 3分钟左右，十分方便。

张晓栋表示，上海弄堂四通八
达，便于掩护和撤退，但是弄堂是

熟人社会，很难做到秘密机关设在
里面又不被人发现，“但正好有这

样的机会，这里当时是新造好的房
子，房客都是新的。”

同时，作为地下交通站，便捷
的交通是选址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门前的这条浙江中路可以直通原
来的北火车站，交通十分方便。

当年八九月间，因为接到流
氓敲竹杠的匿名信，为了安全，李

维汉撤离此地，邓小平也另租了

房子，又当起了古董店的老板，而

此处则交由其他同志接手。当年
十月，中共中央在此举行政治局

会议。在这里，周恩来接待过各地
党组织的负责同志，与他们会谈，

指导党的工作。
中共中央机关因为其秘密属

性，必须不断搬迁，不可在一处长

久停留，所以在使用了一段时间
后，机关就撤离了清和坊。

本报记者 李若楠 陈炅玮 刘慧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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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疫苗接种“便利圈”
上海疫苗接种能力每天已达 74万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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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扫码观看
非遗面塑动画视频

“红色声浪”涌申城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 上海南站新冠疫苗接种点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在党校的参观和

学习交流，让我理解了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

取得如此成就。”卡塔
尔驻华大使馆外交官穆

罕默德·萨比赫说。
“党校赠送的《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我

很喜欢读，书中阐释了
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治国
方略和中国为全人类

的幸福而奋斗的目标，
对我理解中国、学习中

国经验很有帮助。”巴
勒斯坦驻华使馆外交

官沙迪 ·艾布扎尔格感
慨道。

近日，首期阿拉伯
国家驻华外交官研修

班的学员们来到上海
市委党校听取专家关

于“党的百年辉煌历

程”“一带一路”“‘十

四五’规划”等内容的专
题讲座。课堂上，这群外
交官认真记笔记，看到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的
“金句”，纷纷拿出手机

拍照、记录。听到中国共
产党在成立之初的历史
故事，他们聚精会神。课

堂上听不尽兴，许多人

课下还拉着老师交流，
拷贝 PPT，要带回自己

国家去给更多人看看。
“当我讲到中国近

代所遇到的一些问题和
我们党的艰难探索，他

们都很能感同身受，因
为很多国家也遭遇过类
似问题，有些国家走出来了，有些国

家至今还有遗留问题。”青年教师王
瑶是上海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

副教授，此次主讲中共党史方面的内
容———“党的百年的辉煌历程”。为了

上好这门课，王瑶下了一番功夫。
对于这一点，上海市委党校开放

战略研究中心副教授邹磊也很认同。

他主要研究国际关系，在上课时将侧
重点放在“一带一路”倡议上，尤其是

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共建方面。为了把
中国最新、最真实的情况，用一种大

家更易于接受的方式进行有效的传

达和阐释，从而形成良

性互动，邹磊摸索出了
两点经验。

一是要讲对方感
兴趣的内容，“比如，有

些学员就想知道为什
么中国共产党可以从

几十个人发展成几千

万人。又如，一位伊拉
克外交官员向我提问，

在伊拉克还处于重建、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

然反复的当下，‘一带
一路’究竟能发挥什么

样的作用。”二是尽可
能地多讲中国故事，

“在讲到‘一带一路’的
共建项目时，我用了好

几个当地普通人的小
故事。单独讲宏观的规

划和项目，有时候会遭
致误解，而用小人物的

小故事引申出来，会让
他们更切身感受到生

活上的一些变化。”
上海市委党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卜新

兵主讲“‘十四五’规
划”、新发展理念、精准

扶贫等内容。在授课互
动环节，他收到来自外

交官的提问：中国共产
党到第二个百年的时候

对自己有新目标，即建

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那么对世界有什么
大的展望？卜新兵回答：

“我们宏观的思路就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具体

到中阿之间的互动交
流，就是中阿命运共同体。国际社会

的发展有很多不确定性，我们要以命
运共同体的思路，一步一步往前走。”

上海市委党校与全球 40多个
培训机构及高等院校建立了稳定的

交流合作关系，并为许多发展中国
家的公务员提供培训服务，交流治

国理政经验。培训采用案例教学、研

讨式教学、现场教学和情境模拟教
学等多种方式，用外国人听得懂的

语言、听得懂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传播中国声音，课程受到学员欢迎

和好评。 本报记者 杨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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