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前不久，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周年之际，年近七旬的霍白
被党组织评为“上海市优秀共产党

员”。这位曾在国有和外资企业任领
导多年的老党员，退休后回到生他

养他的社区，把对党的热爱化为推
动社区建设与社区宣传的不竭动力。

行走的“历史书”

霍白是愚园路岐山村的原住
民。因为从小就住在愚园路，他对这

条路的故事了如指掌，邻居称他是
行走的“历史书”。

愚园路上的岐山村可谓“大隐
于市”，“导弹之父”钱学森曾住过，现

代文坛“三剑客”之一施蛰存曾住过，

《红色娘子军》主演祝希娟曾在回岐
山村的家时被热情的影迷堵住……

如今，这些“史海珍贝”通过霍
白这样的社区宣讲员叙述而为更多

的人知晓。“我外公与钱学森的父亲
钱均夫是好友，我从小就听过钱家

故事。1929年，钱学森到上海交大求
学，住到岐山村的舅舅家，直到 1935

年赴美留学才离开。”钱学森旧居之
前，霍白侃侃而谈，那些长辈的口口

相传变成生动的讲解素材。通过他的
讲述，钱学森的形象生动而饱满，令

来访者对其报国情怀肃然起敬。

2015年退休后，霍白便全身心
投入社区治理和社区文化建设。

2016年起，霍白同老伙伴们一起组
织义务宣讲团，挖掘岐山村和愚园

路的历史人文事迹，总结出“红色印
迹”“民主印迹”等多样化寻访路线，

开展引导介绍宣传。霍白介绍，愚园

路红色资源真不少，瞿秋白、恽代
英、罗亦农等中共早期领袖和大批

爱国志士在此留下足迹。“这些前辈
们的信仰和初心就在我们身边，站

在他们的肩膀上讲述这里的红色记

忆，我们深感光荣。”霍白说。

岐山村的“弄长”

霍白另一个被人熟知的身份是
岐山村“弄长”。

岐山村弄内有 75幢历史建筑，
405户家庭，有一幢住着 21户，人称

“长宁区居住密度最高的历史建筑”。
一直以来，老洋房要换“内胆”也成

了弄堂居民共同的呼声。

岐山村属使用权房，没有业委
会，因而实行“弄长制”。霍白被大家

推举当弄长，他致力于寻求最大公
约数，架起居民与政府沟通的桥梁。

在岐山居民区党总支带领下，
霍白积极协调，2019年 8月，岐山

村召开老洋房内部改造及使用共识
会，商讨公共空间改造。经过细致调

查走访，霍白带领大家梳理出老洋
房排名前十的“痛点”问题，在多方

共同商讨中提炼出“实用为主，兼具
美观”的改造方案，为居民找回“住

在老洋房，爱上老洋房”的理由。
“以前，大家都叫我老霍、霍老

师，现在叫我弄长的人越来越
多。”霍白说，随着大家对自己弄

长身份的认可，“我觉得肩上的责任
也更重了”。 本报记者 杨硕

    走进闵行区新虹街道所辖的虹

桥商务区核心区，楼宇间一排排蓝
牙小道钉很突出，正是它们“管理”

着商务区核心区千余辆共享单车。
曾经，这里因单车乱放成“患”，人行

道禁停后，上班族又“无车可用”。
新虹街道有的放矢，依托网格

化党建平台，召集有关方面对接资

源与需求，通过“党建引领、地块
出‘地’、单车献‘技’”，重新引进

共享单车。如今，商务区辟出 40个
共享单车停放点。这成为新虹街道

融合“党建”与“治理”，服务商务
区的典范。

新虹街道地处上海“西大门”，

毗邻国家会展中心。今年七一前夕，
该街道荣获“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

称号，街道党工委书记曲峥说：“我
们始终把党建引领摆在首位、贯穿

始终。无论是从社区治理到服务企
业，还是从“五违四必”整治到“美丽

家园”建设，党工委始终统揽全局、

协调各方，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用，
一任接着一任干，一张蓝图绘到

底。”11年来，新虹走出一条生态宜
居、商居共融的发展路径。

保障进博是“试金石”

新虹街道于 2010年 1月正式
挂牌，成立的目的是适应虹桥综合

交通枢纽和虹桥商务区社会事务属
地管理需要。

作为距进博会最近的街道，已
连续举办三年的进博会，是对新虹

街道党工委领导力的检验。为保障

首届进博会，半年间，党工委完成

60项主责工程、128个配合工程的
协调任务，4个重点进出路段、11条

支路沿线环境整治、3 个动迁区域
环境整治和复绿工作顺利完成。而

在三年间，党工委在区委领导下，在
区委组织部的指导下，充分依托区

域化党建这根纽带，联动虹桥火车

站、地铁虹桥火车站站、长途汽车站
等区域单位党组织，以虹桥综合交

通枢纽至国家会展中心的地下通道
为主轴线，设置 3个党群先锋服务

站，提供 8大项服务，205批次基层
党组织、1900多名党员参与服务站

岗，服务 14万人次。
在进博这项重大任务“试金石”

的锤炼下，党工委打造出敢打胜仗、
能打胜仗的先锋突击队。也正是有

这支先锋突击队，在抗疫阻击战中，
新虹街道在全市率先建立由居村干

部、社区民警和医务人员组队的“三

人小组”，守护虹桥枢纽。

让陌生人变“一家人”

新虹街道辖区内有 378幢商务
楼宇，3500多家企业，如何把陌生

人变成“一家人”，街道党工委动足
了脑筋。曲峥说，最好的做法是不断

延伸工作触角，精准快速地感受企
业的愁和难。街道为各级党组织在

园区中打造 500米的党建生活圈，

即 500 米范围内就能找到党建阵
地，得到党建活动的支持，对这个地

区有认同感和归属感。
“欣虹空间”是新虹街道设立在

商务区的党群服务分中心，是最先
出现的党建窗口，午间欣党课、音乐

党课、读书会……吸引着越来越多
的年轻人来“打卡”，并带动了企业

主动提供场地和资源，5 个共享微
空间相继建成。

在新虹，每个片区都有一个工

作站，从政策咨询到项目审批，从居

住证办理到看病托幼，各项服务直
送到企业身边，“虹小服微小企业联

盟”、“青春交友会”、“新虹易食堂”
等，一点一滴，细致入微，真正做到

了“让途经者想驻足，短居者想长
留，发展者想生根。”

近年来，新虹街道借助上海数

字化城市转型契机，在全市率先试
点“一网统管”，探索网格化党建；围

绕“一网通办”，党工委不断加强民
生企业服务保障，推动“两网”有机

融合。立足区域楼宇多、“两新”组织
多的特性，在全市首创集党群服务

和行政服务于一体的 5大楼宇工作
站，打造“党群+”的多功能服务阵

地，将治理与服务有机叠加。十三五
期间，“两新”党组织从 23家增长至

72家，平均每年增长率 26%，区域
化党建成员单位扩容至 62家。

本报记者 鲁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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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牢记初心使命 争取更大光荣

坚持党建引领 叠加治理服务
———记“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闵行新虹街道党工委

“两优一先”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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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叫“弄长”时 我感觉责任更重了
市优秀共产党员霍白为何退休后更忙———

全面提升上海城市软实力

■ 霍白为社区服务

    本报讯（记者 屠瑜）近日，上

海市委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学
习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

神第一次集体备课会在上海市委党
校举行。第二次备课会将于下周二

举行。备课结束后，宣讲团成员将赴
全市各基层单位宣讲“七一”重要讲

话精神。

目前，上海已经构建了“市-区-

基层”三级党史宣讲体系，分层次、多
形式、全覆盖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宣

讲。截至 7月 8日，市委讲师团 100

位专家共开展党史宣讲活动 1638场

次，覆盖听众约 39.9万人次；全市共
组建基层党史宣讲团队 2631个，开

展基层党史宣讲活动约 3.5 万场
次，覆盖听众约 496.3万人次。

据介绍，上海精心组织中央宣
讲团在沪宣讲及全市党史宣讲工作，

积极发挥宣讲团理论引领作用，为

全市党史学习教育提供学理支撑。
全市各基层单位结合自身需

求，通过“点单式”线上课程预约系
统，邀请党史学习教育专家宣讲团

成员开展专题宣讲、进行基层宣讲
员培训。宣讲团成员或采取“故事

式”宣讲，将生动的革命故事、鲜明

的思想站位、严密的理论逻辑融会
贯通，让广大党员干部群众从党史

人物、历史事件、重要会议、红色遗
址和革命文物中见人见事见物见精

神；或采取“互动式”宣讲，与党员干
部群众座谈交流、答疑解惑，引导听

众从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继续前进

的智慧和力量；或采取“走访式”宣
讲，到红色遗址旧址讲好革命先烈、

英雄模范、时代楷模的感人事迹，让
党的伟大形象更加鲜活生动。

参照市委讲师团做法，全市 16

个区纷纷成立区级党史宣讲团，各

街道乡镇充分发挥基层党员干部
模范带头作用，积极组建基层党史

宣讲团队。各委办局立足现有宣讲
工作基础、结合行业特点，成立宣

讲团队。

党史宣讲覆盖听众近500万人次
上海构建“市－区－基层”三级党史宣讲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