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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记者 陆梓华）一个上世纪初赴

法勤工俭学青年使用的藤质手提箱、上海学

生联合会1925年8月出版的《五卅血案实

录》和染血的五卅运动传单、见证上海共青

团初生的代表证、一本讲述知青心路历程的

日记……从现在起，这些刻有历史痕迹的物件

将连同百余张珍贵照片，为人们讲述一段中国

青年的奋斗历程。“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

海”展陈8月21日上午在上海市团校开幕。

团校首个展馆
上海是中国共青团的重要孕育地。1920

年8月22日，中国最早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

导的青年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

海成立。此外，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

《中国青年》在上海创刊，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创办第一所专门培养干部的学校——外国语

学社位于上海渔阳里，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

们也是从上海启航。

“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主题展陈

位于团校1号楼3楼，由序厅、主题展厅和主

题教室组成，展陈面积498平方米。这是团校

“一轴两翼七馆”规划中，率先推出的第一个

展馆，也是首个讲述百年团史中“在上海”“和

上海”“最上海”生动实践的展馆，是上海红色

教育馆群的重要一环。

展陈依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青年运

动的百年历程，按党史四个历史阶段，用文

字、图片、实物、多媒体影音、场景复原和再

现、音频触屏互动等方式，集中展示了上海共

青团始终发扬“党有号召、团有行动”的优良

传统，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在新民主主义革

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认真履行引领凝聚青年、组织

动员青年、联系服务青年职责，开展的一系列

重要的工作实践。

记录多个“第一”
展陈也记录了上海共青团创下的多个“第

一”。例如，在全国首创18岁成人仪式教育；诞

生了全国第一支青年服务队“凤凰青年服务

队”，从“小白菜”“小叶子”到“小白鹭”，上海也

开创了青年志愿者服务大型赛会、国际会议之

先河；上海共青团牵头制定全国第一部保护青

少年地方性法规——《上海市青少年保护条

例》；成立全国第一个青年自组织服务孵化平

台——上海青年家园民间组织服务中心。

展陈现场，出现了一张由上海师范大学

苏智良教授团队考证并制作《共青团早期组

织及团中央机关在沪地址变迁图》，团的早期

组织和中央机关在沪的地址先后包括新渔阳

里6号（今淮海中路567弄6号）、大沽路356-

357号（今大沽路400-402号）、平民女校（即

南成都路辅德里632号A）等七处。

据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与上海”展

陈将全年无休对社会公众开放，成为上海共

青团思想政治引领教育基地和青少年红色教

育基地、社会实践基地，以及区域党建联建和

党群活动基地。

旧藤箱、五卅传单、知青日记……记载上海青年百年奋斗历程

讲述百年团史 传承红色基因

本报讯 上海市绿化和市容管理局昨天发布通

告，今明两天，本市暂停开放黄浦江沿岸外滩、北外

滩、小陆家嘴地区的景观照明（包括媒体幕墙）。据

悉，此次暂停开放部分地区的景观照明，是贯彻《2022

年上海市迎峰度夏有序用电方案》的要求。

新征程 奋进者

今明两天外滩等景观照明暂停
迎峰度夏有序用电

业务过硬的“领头燕”
——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

党支部书记王燕的故事

■ 王燕在工作

近日，一段高铁车厢内孩子吵闹的

视频引发网友热议。视频中，一个孩子

因吵闹声音过大，被同车厢旅客劝说制

止，岂料却遭孩子家长怒怼。对此，有

人建议高铁出个“儿童车厢”，并冲上热

搜第一。

说起车厢内的“熊孩子”，许多乘坐

过高铁的人会感到很闹心，类似情况并

非个案：8月14日，高铁上一名男孩大

声背乘法口诀，并多次用脚踹前排座椅

的视频，同样引发热议，前排乘客和乘

务员多次制止无效，家长也始终无动于

衷。对此，不少网友在希望家长能够承

担起教育责任的同时，也希望铁路部门

能够推出包括“儿童车厢”在内的管理

措施及服务。

设立“儿童车厢”，从技术上来说并

没有什么难度。这两年在京沪高铁等

线路上运营的“静音车厢”受到了各方

好评。在“静音车厢”内的车载视频系

统默认静音，车内自动广播音量也设置

为正常音量的20%-40%，车厢内除了

通道偶有过往行人的脚步声及车辆运

行噪声外，几无声音外放的情况，即便

偶有乘客接听电话，乘务人员也会及时

提醒。有些高铁车厢，还会推出“适老

化”服务，主要为单独乘车的老年旅客

配备应急呼叫器、U型枕、充气坐垫等

用品，满足不同旅客个性化服务需求。

童年时期，孩子会表现出不同程度

的“执行力”不足，比如在需要安静坐好的公共场

合，孩子无法安静坐着，这可能并不是孩子故意

的。如果仅仅为了将“熊孩子”汇聚在一起，设立

一个“儿童车厢”，实质上只是“非安静车厢”，无助

于解决问题。

让孩子在车厢减少对于周围乘客的影响，不

仅与家长有关，也考验着高铁的人性化、精细化服

务。现在的一些高铁车厢内，列车员会为孩子准

备小玩偶，可以给哭闹不止的小宝宝解闷，还有的

车厢内会准备儿童专用药物。铁路部门应听取家

长以及孩子的意见，而非固守成人视角，并增加对

于乘务员的儿童心理学以及专业技能的培训，即

使不推出单独的“儿童车厢”，也能将车厢打造成

“儿童友好型”。

活泼可爱的孩子，应该成为高铁上一道萌萌

的风景线。期待铁路部门将“对儿童友好”落到实

处，让孩子开心、家长安心、同行乘客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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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年来，她从一名基层实验员到技术

研发人员再到技术质量部门负责人，最后

到公司掌舵人，更是成为上海市第十二次

党代会代表，获得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宝山

区首席技能人才等荣誉称号。

如今41岁的上海朝晖药业有限公司

总经理、党支部书记王燕回想起一路走来

的故事，更坚定自己坚守初心的信念。

把握机遇
突破瓶颈推出新品

作为企业的“领头燕”，王燕勇于开拓，

带领朝晖药业披荆斩棘一路赶超。在朝

晖发展历史上，尤其浓墨重彩的一笔，是

前几年，王燕凭着熟悉行业法规监管要求

及发展趋势的优势，高效率组织技术团

队，快速打通多个产品生产工艺优化瓶

颈，并制定出极其严格的产品质量标准，使

公司的多个重要产品第一时间通过国家药

品一致性评价,为企业经营业务发展奠定

坚实的基础。

凭借对医药市场的高度敏感，王艳不

断整合各方资源，持续改进创新，亲自参与

药品的研发及技术攻关工作，由她主持并

参与的比卡鲁胺片、奋乃静片、丙硫氧嘧啶

片等多个新产品已成功上市，并有多项成

果应用于药品质量管理和生产领域，带领

公司连续多年实现经营业绩的持续高增

长，并带领公司获得了上海新兴产业企业

百强企业、上海民营制造业企业百强、上海

市科技小巨人、上海市医药行业名优产品

等荣誉，树立了企业的品牌形象。

人才第一
亲身带教培养骨干

王燕认为，有一支能打胜仗的管理干

部队伍及专业技术团队，是公司可持续发

展的关键要素。

为此，公司为员工搭设了管理、工程技

术、工匠和职能4个序列的职业发展通道，

为员工提供广阔的职业发展机会；设立了

“三阳计划”人才培养方案，培育各个层级

的优秀人才队伍；设立了带教导师机制，选

拔并认证带教导师，开展师徒结对，加速新

员工的融入和技能提升；针对高潜人才专

设高管带教机制，培育企业未来的继任者

和中流砥柱；为培养全面复合型的技术型

骨干，提供多部门的轮岗换防机制，实现人

才跨界流动。

近年来，王燕亲身带教，为公司培养了

多名优秀的管理人员和核心技术骨干。另

外，通过与上海大学医学院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建立研究生实践基地，给予培养基

金，多措并举，推进生物医药高端创新型人

才的培养。在她主导下，朝晖药业为上海

大学医学院药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定制了

《药品质量管理》专题课程，王燕作为课程

授课教师，为学生们传授了关于药品质量、

法规、研发、生产等相关的专业知识。在通

过对现代药品生产与监管概述等多个专题

的学习、以及在企业现场教学与实践后，来

自上海大学药学专业的23位专硕研究生

受益匪浅。

防疫生产
两手齐抓保质保量

疫情防控期间，王燕亲自担任公司抗

疫应急管理工作组组长，全面指挥各项工

作的开展，第一时间为隔离员工筹备疫情

防护工作所需物资。她积极响应党组织号

召，下沉一线参加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

用实际行动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公司还相

继对上海大学、罗店镇、宝山区各方舱进行

了物资捐赠。

朝晖药业是宝山区第一批复工复产企

业，王燕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安全生产

管理。在确保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快速制

定闭环管理方案，从物资采购、餐饮配送、

场地消毒、交通运输、卫生防疫、生产管理

等各方面，全面落实企业闭环管理期间的

各项保障工作。驻厂员工有没有生活困

难，特殊时期是否能保质保量完成生产任

务，这些都时时牵挂在她的心上。

自疫情防控以来，她每天的工作时长

都在16个小时以上，各种视频会议、电话

会议络绎不绝，经常是扒一口饭、喝一口水

就又开始了新的工作安排。但正是她这种

咬紧牙关，坚持到底的韧劲和拼劲，使得全

厂185名驻厂员工在安全、健康的环境下

克服了各种困难，完成了生产任务。

本报记者 郭剑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