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李梦园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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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颗种子促接力追梦
李梦园是位 90后姑娘，在上海

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
担任讲解员。她的本职工作就是讲

述红色故事，每当声情并茂地向别
人介绍起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

先烈的英勇事迹，听者总是心生感
慨、备受感动。这次参加演讲比赛，

李梦园并没有“捡现成的”，讲述自

己平常讲解稿里的内容，而是选择

了“种子先生”———著名植物学家、

复旦大学研究生院院长、复旦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钟扬的事迹，重

新写稿，演讲《播种未来的追梦人》。
2017年 9月，钟扬在工作中遭

遇车祸不幸逝世，时年 53岁。钟扬
先后被追授“时代楷模”“全国优秀

共产党员”等称号。从教 30余年，援

藏 16年，他带领团队收集了上千种
植物的种子，帮助西藏大学建成一

支能够参与国际竞争的植物学研究

团队。青藏高原有超过 2000多种特

有植物，然而，在全世界最大的种质
资源库中，长期没有我国西藏地区

的植物种子。2001年，钟扬只身前
往青藏高原，寻访植物标本，探寻生

物进化轨迹。此后 10余年，从藏北
高原到藏南谷地，从阿里无人区到

雅鲁藏布江边，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李梦园第一次听说钟扬的故

事，是和一名来自西藏的同事聊天。
她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钟扬因

为常年频繁往返于西藏和上海，身

体很不好。医生劝他要戒掉两个东
西———酒和高原。钟扬说：“戒酒可

以，但高原我不能不去。”

这种干一行爱一行的敬业精
神让李梦园备受鼓舞，她说：“我们

这一代人生活在和平年代，不需要
像百年前的革命烈士那样抛头颅

洒热血。做好自己的分内事，好好
工作，发挥最大的价值，也是为社

会做奉献。” 本报记者 杨欢

红色故事入心 英雄精神传薪
上海市民文化节“永远跟党走”演讲大赛作品获 200余万点赞

    昨天零时，为配合旧改，顺昌路市

场正式关闭。每次早晨从这里开车路过，

总会被买菜的阿姨爷叔堵成龟速， 喇叭

又不能按，恨不得开窗拍门。昨天上午再
经过，小菜场关了，阿姨爷叔们不来了，

马路不堵了，但心里总感觉怪怪的，就和
这条路一样，空荡荡的少了些什么。

我不是顺昌路土著，但搬来也有
20年。 我觉得，这是一条非常“上海”

的马路，每次有朋友从远方来，带他们

去过了外滩，接着就会去看看顺昌路，

告诉他们如果外滩是上海的 “客厅”，

这些老城厢就是上海的“卧室”，虽然
不一定高大上，甚至有些脏乱，但处处

都是岁月的积淀，和生活的味道。

要说顺昌路最独特的气质， 是差

异和跳脱。边上就是繁华的新天地，对

面是上海最贵的楼盘之一， 而一路之
隔，就是这条老马路，中间没有任何过

渡，一边是豪宅商圈，一边是穿着背心
拖鞋的买菜爷叔， 但又不觉得这画面

违和，两种生活状态完美交融在一起，

有一种不太真实的魔幻感。

一直觉得，这片被闹市包围的老城
厢，以及这里生活的人们，有一种特殊

的淡定。 时间仿佛在这里凝固，周边飞
速的变迁仿佛与他们无关，几十年来他

们一直保持着不紧不慢的生活节奏。还
有许多在上海已经消失的事物，在这里

也依然可以找到。

比如每一个弄堂口，都有一个小铺
子，修理铺、早点摊、裁缝铺，掌柜们岁数

都很大了。我见过一个老裁缝都80多岁
了，在疫情前还是几乎每天出摊。问他为

什么不退休？ 他说从年轻时就在这里摆
摊，那时候很赚钱，但现在只能说聊胜于

无，因为习惯了这种生活状态，也舍不得

街坊邻居。 所以与其说这是在做生意，

还不如说这是他们养老的方式。

兜兜逛逛 20年， 都不能说自己完

全了解顺昌路。 看着旧改中的顺昌路，

想想这些老房子在百年前也是新楼盘，

终有一天，这里即将出现的新社区也会
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孕育出新的生活与

传说。这么想想，我有些释然了，终点亦
是起点， 期待和顺昌路再次见面时，它

会有另一番精彩。

终点亦是起点 李一能

    “十四五”期间，上海建设用

地总规模不超过 3185平方公里，
耕地保有量为 202万亩，永久基

本农田保护面积为 150万亩，深
化推进土地高质量利用。昨日，

市规划资源局发布《上海市国土
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年）》

（以下简称“《规划》”），是《上海市

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
获国务院批复后的首轮国土空间

近期规划。
《规划》立足长三角区域一体

化发展和上海大都市圈协同建设
的视角，优化上海市域空间，强化
国土生态安全底线，统筹生态、农

业、城镇三大空间，加快形成“中
心辐射、两翼齐飞、新城发力、南

北转型”的市域空间新格局，以高
质量的国土空间布局和支撑体系

保障近期任务目标落实。

新城向独立的综合性节点城
市目标发力加快，嘉定、青浦、松

江、奉贤、南汇五个新城按照“产
城融合、功能完备、职住平衡、生

态宜居、交通便利、治理高效”的

要求推进规划建设，全面提升城
市综合竞争力，大幅提升经济活

力和能级，建设独立完善的综合
交通系统，创造优良的人居环境，

提高公共服务能级和水平，建设
智慧安全的基础设施体系。

东西两翼国家战略承载区的

高质量建设推进，以临港新片区
和张江科学城为核心，加快浦东

开放创新板块功能建设；以虹桥
商务区和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

发展示范区为核心，加强西部开
放绿色板块功能协同。

南北两侧金山、宝山地区转型
升级推动，推动金山地区成为“上

海制造”重要承载区和科技成果转
化区，宝山地区要搭建起上海北部

科创中心主阵地的基本框架。
围绕任务目标要求，《规划》

强化重点专项支撑。
完善综合交通，强化开放枢

纽门户功能。打造联通全球的网

络枢纽新高地，实现跨区域交通

互联互通新突破，建设市域多模

式轨道网络新格局。到 2025年，
对 10万人以上新市镇轨道交通

站点的覆盖率达到 85%；中心城
公共交通占全方式出行比例达

到 35%。
锚固生态网络，持续提升生

态环境品质。到 2025年，基本形

成“通江达海”的生态空间格局，推
进主城区和新城环城生态公园带

建设，实施“千座公园”计划。森林
覆盖率不低于 19.5%，人均公园绿

地面积达到 9.5平方米以上。
优化住房和公共服务供给，

持续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实
现住房布局和结构双调整，健全

可负担的住房供应体系；优化完
善公共服务空间布局，全面推进

15分钟社区生活圈建设。规划指
标显示，新增住房中，政府、机构

和企业持有的租赁性住房比例不
低于 20%；中小套型住房占总套

数的比例不低于 70%。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上海市国土空间近期规划（2021-2025年）》发布

2025年人均绿地超9.5平方米

■ 陈冠宁

■ 李雅囡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红色记忆；
每一位英雄，都是一座精神的丰碑。今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由上海
市民文化节组委会、上海市委宣传部指

导，上海市群众艺术馆、中福会少年宫、
各区共同主办的 2021年“永远跟党走”
市民红色故事演讲大赛 3月—7月在全
市召开，通过红色故事大赛、“红色声

浪”情景讲述展评、社区红色故事汇等活
动，引导人们传承红色基因。大赛引起热
烈反响，征集到作品近 2800件，作品点
赞量达到 212.4万。

 一句遗言成精神财富
1949年 5月 19日，在上海闸

北宋公园一阵乱枪声中，16位地下
党员倒在了血泊里。这其中，有一

对革命伉俪陈尔晋和王曼霞，他们
因策反国民党守军被叛徒出卖而

遭逮捕枪杀，留下了 7个年幼的孩
子。陈冠宁是他们最小的孩子，父

母牺牲时，陈冠宁还未满周岁。
时间转瞬而过，如今陈冠宁已

是迟暮老人。这次，他受邀参赛，在

演讲台上以《他们倒在了共和国的

门槛上》为题，讲述了父母为上海解
放献出宝贵生命的故事。“我的父母

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牺牲的，他们
留给我的只有一句话：‘党就是你的

亲人，永远跟党走，走到共产主义’，
这句话让我终身受用，是无比宝贵

的精神财富。”

陈冠宁告诉记者，小时候顽皮，

他曾和小伙伴闹矛盾，对方说：“不要
和没父母教养的野孩子玩。”这句话

让陈冠宁大受打击，哭着跑回家问奶

奶：“为什么别人都有父母？我的爸爸

妈妈去哪里了？”奶奶沉默不语，带他
来到陈尔晋、王曼霞烈士墓前，流着

泪说：“孩子，这就是你日夜思念的父
母，他们为了祖国的解放光荣牺牲

了，你不是野孩子，应该为有这样的
父母感到骄傲。”听了这番话，陈冠宁

扑倒在墓碑前痛哭。此后便暗下决心

要自强自立，绝不给父母丢脸。
16岁时，陈冠宁选择入伍参军，

一待就是 16年。后来，他在异国他乡
开饭店，遭遇歹徒，身中 3枪。2000

年，陈冠宁经过艰苦努力，成为上市

公司福建三农集团的副总裁、总经
理。如今，退休在家的他也没闲着，又

担任上海红星书画院院长。陈冠宁
说，自己这一生走过的沟沟坎坎不算

少，每次他都搏击奋斗，从不屈服。
“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会想起

父母，无形中就有一股力量支撑着

我。所以我也把他们的故事讲给更
多人听，希望能激励更多人。”陈冠

宁认为，如今的社会物质丰裕，但仍
需要奉献、拼搏的精神。

一首红歌让她来上海
李雅囡是杨浦区文化馆的一名

工作人员，这次比赛中，她讲述了一

首红歌连接两座城市的故事，获评
“优秀红色故事传讲人”称号。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
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

照我心……”这首广为传唱的歌曲
是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的成名曲。

歌词节录于《雷锋日记》，作曲家朱

践耳根据诗的前两段谱写成民歌风

味的独唱曲。作品诞生之初，词作者
一直被记为“新民歌词”。实际上，词

作者是陕西铜川矿务局焦坪煤矿的
技术员姚筱舟。1958 年，他以“蕉

萍”为笔名写作 3首小诗并投稿至
《陕西文艺》，诗作很快被刊发在《诗

传单》专栏内，后被编汇在《新民歌

三百首》一书中，其中就有《唱支山
歌给党听》。在歌曲到处传唱时，姚

筱舟始终默默无闻。彼时朱践耳一

直想了解素未谋面的“蕉萍”是谁，

直至 1963年秋，通过多番寻觅才找
到姚筱舟，从此《唱支山歌给党听》

正式注明了词作者。
李雅囡就出生在陕西省铜川

市，从小听着《唱支山歌给党听》长
大，后来听到父亲讲起姚筱舟的故

事，深受感动。在这首歌的影响下，

她也来到了上海。这次参加比赛寻
找题目时，李雅囡第一时间就想起

了老乡姚筱舟，便决定讲一讲“一首

歌，两座城，三代人”的故事。

李雅囡专门找来当年家乡电视
台采访姚筱舟的视频，边看边做笔

记。成稿后，每天对着镜子反复练习
演讲。李雅囡告诉记者，有一天，孩

子的幼儿园老师告诉她，不到四岁
的儿子在全班同学面前唱起了这首

歌。“我没教过他，可能听我在家练

习时就学会了。这件事也让我感慨，
讲述红色故事，也无形中在年轻人

心中种下一颗种子。”李雅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