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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燕”与革命先驱在历史中邂逅

百年大党·阿拉说变化⑦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68

    《百年大党 ·阿拉说变化》第 7集，我们来到城市的地下，四通八

达的地铁网络，已是每个人出行的不二之选，今天你坐的是几号线？
20多年的时光，上海地铁从无到有、从单线到多线、从多线到

网络，直至如今世界第一的超大规模，地铁就像是这座城市高速发
展的缩影。

市民李平珍藏着上海轨交 1号线刚开通时的观
光票，第一次体验地铁飞驰，感觉如何？赵宸每周都

要去南京东路站做志愿者，为大家服务的初衷是什
么？采访中，市民们分享了各自的“宝藏线路”，其中

有你熟悉的吗？ 《十分上海》摄制组

上海的这个“世界第一”就在你身边

扫码看详情

礼赞百年华章 共赴光影之约

中共四大纪念馆志愿服务汇聚“力量之源”

    日前，经历半年修缮升级的中

共四大纪念馆重新开馆，进入展厅
的参观者发现，身着制服、头戴耳麦

负责讲解的，竟有年轻俊俏的东航
乘务员们。作为“凌燕”青年讲师团

中共四大纪念馆志愿讲解员，这些
青年人已为千百位参观者讲解了

200多个小时，多少次穿越时空、对

话古今，与 1925年那段革命历史有
了一次次难忘的邂逅。

传播红色文化
去年 8月，东航客舱部与中共

四大纪念馆开展党建联建，36名优

秀团员、先进典型、青年骨干成为
“凌燕”志愿讲解员。这是四大纪念

馆“力量之源”志愿服务总队里的一
部分，“凌燕”的“伙伴”还有誓词教

育志愿服务队、“小红花”志愿讲解

服务队和国旗文化教育宣讲志愿服
务队等，年龄从 7岁孩童到 90多岁

老人，他们都对党史宣讲充满激情。
2015年，四大纪念馆成立上海

首批 8支以宣讲党史、传播红色文化
为主旨的党史宣讲志愿服务队，迄今

已发展到 14支。作为全国首个空乘

志愿讲解团，东航的“小燕子”们不仅
是空中飞翔的“凌燕”，也是“飞”入纪

念馆传播红色文化的“使者”，每周五
开启在四大纪念馆的讲解之旅。

带队的客舱部乘务四部乘务长
李尹说，在四大纪念馆向大众讲述

最真实的历史，这也对讲解员的表
达准确度和专业度提出很高的要

求。“首先要保证内容绝不能出错，
其次要记住展厅内的走位，注意大

家反馈，有时还要及时回答观众提
出的问题，挑战还是很大的。”李尹

说，有时候，参观者提出的问题也会
“问倒”“凌燕”们，比如当时四大召

开时为何要在会场里放了块写有英
文单词的小黑板？后来请教了馆里

的专家后才明白，当年为了提防外

国巡捕和军阀破坏，会场被布置成
英文补习班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

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会英语
的共产国际代表还熟门熟路地当起

“外教”，这都是为了作掩护之用。
值得一提的是，讲解团中除了

美丽的“空姐”，还有帅气的“空少”，

年轻的倪陈豪只有 23岁，他向记者
分享自己的讲解心得：“以前都是在

课本上接触这些知识，现在作为讲
解员在场馆身临其境将这段历史讲

给观众听，我感到很自豪。”
四大纪念馆重新开馆后，“凌燕”

们在讲解中有意提高与观众的互动
性，可以准确地带领参观者找到隐藏

在展厅各处的展品，也对这些展品背
后蕴藏的光辉历史如数家珍。

“小红花”演绎陈独秀
实际上，除了“凌燕”，纪念馆里

的每个志愿者都或多或少有属于自

己的“特殊身份”或者“特殊感情”。
中共四大纪念馆副厅的展柜里，摆

放着一位志愿者的父亲的照片和曾

经用过的物品，这位 72岁的志愿者
就是中共地下党叶人龙的儿子叶晓

明。解放战争初期，一部秘密电台就
在叶人龙家里开始工作，叶人龙夫

妇用修理职业为掩护，每天将电报
发往党中央，为后来我军解放上海

起了重要作用。正因为父母对党的

坚定信念，让叶晓明对这份精神铭

记在心。叶晓明退休后以社区居民

志愿者身份来到四大纪念馆开展志
愿服务，讲述父辈故事，也用这段故

事让观众感受到共产党人的初心。
而在纪念馆重新开馆那天，九

名中小学生以情景剧《力量之源》向
观众再现四大召开时的场景，他们

是四大纪念馆面向全市中小学生招

募的“小红花”志愿讲解员。在剧中
扮演陈独秀的中学生呙泰梓说：“很

自豪能扮演这位在党的历史上具有
独特地位的领导人，在演出中能体

会到那时热血青年满腔的热情以及
对即将到来的大革命的期待。”呙泰

梓读小学时就从课本上看到红军长
征故事，当年爬雪山过草地的红军

靠的是什么信仰？问父母、网上查
询，他心里渐渐有了答案。后来，他

又关注了好些红色地标的微信公众
号，一旦有招募志愿者就报名，就这

样，每年寒暑假，呙泰梓轮流到十多
个场馆做小小志愿者。在他的带领

下，学校里还有十多个小伙伴一起

加入了进来。 本报记者 袁玮

    据新华社武汉 6月 13日电 13

日 6时 40分许，湖北省十堰市张湾
区艳湖社区集贸市场发生燃气爆炸

事故。事发后，十堰市已投入各方救
援力量超过 2000人。截至 14时，共

搜救收治伤病员 138人，事故已造
成 12人死亡。

13日下午，记者从十堰市人民

政府新闻办公室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爆炸现场张湾区艳湖社区

集贸市场是 20世纪 90年代初建造
的二层楼建筑物，一楼归属一家物

业公司，二楼归属社区管理。其中一
楼有 19间药店、早餐店等店铺，二

楼是活动室无人居住，马路对面是
46间便民摊位。

十堰市副市长王晓介绍，目前，
事故现场 913户居民和商户已被紧

急疏散。十堰市已成立现场应急救
援指挥部，下设现场抢救组、伤员救

治组、事故调查组等 8个工作小组，
全力以赴开展救援。事故原因正加

紧调查。
据十堰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付

祖斌介绍，事发后，十堰市已投入各
方救援力量超过 2000人。救援人员

已携带大型救援设备、生命探测仪、

警犬等在现场展开搜救处置。张湾
区副区长肖旭说，目前，伤亡人员

亲属 853 人已就近安置在 8 家酒

店。各县（市、区）和市直部门人员

已到岗到位，加强值班值守，举一
反三、加强排查，落实安全生产各

项措施。

    本报讯（首席记者 孙佳音）6

月 12日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上
海总站举办的“中国影视之夜”在上

海国际传媒港圆满落幕。作为上海
国际电影节官方活动之一，今年“中

国影视之夜”已经步入第二个年头。
本届“中国影视之夜”盛典设置

“礼赞”“时代”“逐梦”三大主题和篇

章，演员刘敏涛、陶虹、王宝强分别
作为三个篇章的讲述人发表了精彩

的主题讲述。

“礼赞”篇重点推介讲述反映
中国共产党百年风雨历程的优秀

作品，包括电影《1921》《望道》和总
台出品的重磅剧集《大决战》《中流

击水》等多部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
品。“时代”篇关注了一批观照当

下、记录时代精神的作品，讲述申

纪兰、袁隆平、屠呦呦等八位功勋

人物故事的人物传记剧《功勋》，军
旅题材剧《和平方舟》和“90 后”青

春奋斗题材影片《大城大楼》在这
一环节进行了推介。“逐梦”篇则将

焦点投射到一批具有开拓意识的
创新题材佳作上，从奇幻战争电影

《图兰朵》到国漫电影《杨戬》《白蛇

2》，再到总台出品的动画电影《新
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 4》，展现出

“中国影视之夜”对中国传统文化、
中国故事在影视领域不断传承创

新的支持与鼓励。

本届“中国影视之夜”还在诸
多方面进行升级。场景方面，新增

的红毯环节特别设置“影视十重
门”门廊，创意呈现影视介质从 4:3

到 16:9的演变。此外，总台还在中

国影视之夜举办地———上海国际

传媒港架设两路 8K 超高清摄像
机，搭建 8K切换台，首次实现外场

“5G+8K”信号的集成制作与包装
切换。

本次“中国影视之夜”还发布
《2020-2021 中国影视白皮书》，全

面梳理中国影视行业发展轨迹和现

状，理性探寻产业的发展规律和方
向。此外，为了继续深化落实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总台上海总站分

别与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和
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宣布启动战

略合作伙伴计划。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党组成员、

副台长阎晓明，上海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周慧琳出席活动并致辞。

“中国影视之夜”在上海国际传媒港落幕

十堰燃气爆炸事故搜救收治伤病员138人

逾两千人投入救援

■ “空姐”生动讲述党的四大故事

本报记者 袁玮 摄

■ 消防救援人员和搜救犬在现场搜救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