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天的党代会间隙，二十大代表、上

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

校长吴蓉瑾忙着找上海代表团的其他党代

表在一本画册上签名、留言。

这本画册记录了学校红喇叭小讲解员

的成长历程，上面有2017年以来小讲解员

们各种各样的照片，有他们使用的中共一

大纪念馆最新版的双语解说词。她说：“我

要把这份爱与鼓励带回上海给孩子们。”

昨晚，本报记者电话采访吴蓉瑾，听她

讲述履职感悟以及她眼中上海教育改革的

发展新路。

家国情怀
作为一名二十大代表，吴蓉瑾常常问

自己，为什么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线老师，可

以成为党代会代表。“可能就是希望我把更

多党和政府对教育的期许，传达给和我一

样普通的老师，并且用我们的实际行动把

这些目标一一达成，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成为孩子们喜欢的老师。”

吴蓉瑾是上海教育改革的亲身经历者

和见证者。在她看来，国家教育改革其实

一直强调的就是立德树人。“卢湾一中心小

学的情感教育，当初的立意仅仅是培养学

生拥有积极健康的情感。但这几年开始更

加关注家国情怀。小讲解员也从原来的一

支队伍，变成了现在全校的必修课。”

这些年来，学校紧扣上海教育改革的

步伐。“我们是第一个扎根中国大地，用好

红色资源的小学。”她说，“学校所在的黄浦

区，红色资源相当丰富，我们就紧扣这个主

题，真正做到让红色教育入耳、入脑、入心，

厚植红色基因。”

数字教育
上海一直是国家改革开放的前沿阵

地，始终以担当全国教育改革探路者和试

验田为己任。其中，信息化建设是吴蓉瑾

眼中这十年上海教育事业发展变化最大的

地方。

“最初学校是使用电子产品的，但现在，

我们已经不再用平板之类带屏幕的设备了。”

她说，“去屏化、无感知、护隐私和护视力”是

现在学校信息化建设紧扣的12字方针。

吴蓉瑾介绍，无感知就是比如学生使

用一支笔时，就能录下他做练习的数据和

学习的过程。整个过程中，都会尊重孩子

的发展，所有数据也只用于教育教学，不会

对社会公开。“信息化建设一定是立足于学

生的身体健康来开展。”

参会感受
“作为一名来自一线的教育工作者参

加这场盛会，我的内心无比激动。”吴蓉瑾

说，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提到“落实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在此次会议中，她也尤为

关注党对于教育工作的新要求。

当听到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报告中提

出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继续坚持立德树

人的根本任务，她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希望

回到上海以后，跟同行一起踔厉奋发，笃行

不怠，积极探索出一条让党放心、让人民满

意的新时代教育发展之路。

她也希望卢湾一中心小学的红色教

育，就像红喇叭小小讲解员那样，能够涵养

家国情怀，传承红色基因；学校的情感教育

能够帮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同时培养他

们用积极的情感来应对学习生活的压力；

继续紧紧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数字教

育，能够通过数智驱动帮助老师全面了解

学生，更好地因材施教。

本报记者 屠瑜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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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开幕日党代表通道上，有一位党
代表的故事感动了我。他是菌草技术发明
人、科学家林占熺。
说起这名字可能没多少人听过，但提起电

视剧《山海情》中的农业专家凌一农，很多人
会恍然大悟。林占熺就是凌一农的原型。电
视创作常会夸大情节，但仔细了解了林占熺
的故事，你会发现，真实故事远比电视剧动人。
年近八旬的林占熺，上世纪80年代开始

“以草代木”栽培食用菌的科研攻关，发明出菌
草技术。他谢绝国外重金买断专利，坚定地将
技术用于扶贫，不仅让中国贫困地区老百姓脱
贫致富，还推广到了106个国家和地区，“一带
一路”沿线的很多国家都因此摆脱贫困。
但这项事业让林教授付出了巨大牺

牲。他差点进鬼门关4次，患重病，被绑架，
肋骨也断了两根……他的六弟林占华研究
生毕业后，甘做长兄的左膀右臂，却不幸在
扶贫一线遭遇事故去世。
他的五弟林占森1998年跟他远赴巴布

亚新几内亚开展菌草技术援外，在太平洋岛

国和非洲驻守了24个年头，建起3个海外菌
草示范基地，中间只回来过了3个春节。
据林占熺在党代表通道上介绍，如今中

国已经为发展中国家培养了菌草技术骨干
上万人，菌草技术被翻译成18种文字，为各
国老百姓服务，为全球减贫贡献了中国智
慧。为感谢中国帮助，有国家的部长甚至把
女儿的名字改为“菌草”，还特地登报公布。
其实何止于此，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当

地百姓将菌草称为“中国草”“林草”，林占熺
也因此被当地百姓尊称为“极乐鸟”，这是巴
新国徽上的国鸟。他和弟弟的名字还成了

当地的村庄、河流、街道的名字。
了解共产党员林占熺的故事，可能会

对二十大报告中很多字句有更深认识。比
如，“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
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致力于推动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愿加大对全球发展
合作的资源投入，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坚
定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
为全球作贡献，也许有人觉得是空话套

话漂亮话，但中国始终在坚持，一直在兑现
承诺。正如报告所言，共产党说到就要做
到，也一定能够做到。

开幕会那天，在人民大会
堂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所作
的报告，很激动，很振奋。
报告高屋建瓴、气势恢宏，

统揽全局、博大精深，是举旗定
向的“宣言书”、创新图强的“动
员令”、继往开来的“总纲领”。
尤其是报告庄严宣示：党用伟大
奋斗创造了百年伟业，也一定能
用新的伟大奋斗创造新的伟业，
让人充满了信心与力量。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领航中国，开创了非凡
十年，铸造了伟大变革。作为
上海中心城区核心区，静安的
发展，正是新时代十年的生动
缩影。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对静安提出的“发展楼宇经
济”重要指示要求，在高质量发
展进程中，着力构筑楼宇经济发
展优势，诞生上海中心城区首
幢“百亿楼”，推动城区综合实
力和服务能级跃上新台阶。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

对静安提出的“稳步推进旧区
改造，将这项造福百姓的实事
工程办好”重要指示要求，历史性地完成成片
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基本消灭“手拎马桶”，全
部消除彭浦新村地区非成套旧住房。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对静安提出的“在

走出上海基层党建新路子中继续创造新鲜经
验”重要指示要求，坚持以“支部建在楼上”理
念和方式推进工作，推动楼宇党建从“建支
部”、到“优服务”、到“强功能”、再到“善治理”的
迭代升级，持续发挥党建“红色生产力”作用。
静安的实践与发展，充分印证了新时代

十年的伟大变革，充分印证了“两个确立”的
决定性意义。我们将以深入学习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为新的起点，奋力走好新的赶
考之路，努力在践行新思想上当好模范，在高
质量发展上成为典范，在彰显软实力上引领
风范，在人民城市建设上打造示范，为“中国
式现代化”赋予生动内涵，为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作出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 潘高峰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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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养家国情怀 树立正确三观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吴蓉瑾讲述履职感悟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校长吴蓉瑾被孩子们当成心

中的“云朵妈妈”。她发起成

立了全国第一个专门志愿服

务中共一大纪念馆的小学生讲

解员社团——“红喇叭”。

图为昨天下午在上海代表
团分组会议上，吴蓉瑾代表（前
排中）展示一本红色教育画册
本报记者 陈正宝 姚丽萍 摄

有呼必应做好居民健康“贴身管家”
方 翔

今日论语

“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
力。”二十大代表、徐汇区斜土路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全科主任医师朱兰，对于二
十大报告中的这句话格外关注。她表示，
要夯实居民“区域内”与“家门口”全生命周
期健康管理，做到有呼必应。
要做到“有呼必应”，关键要知道服务对象

在哪里、有多少，才能对症下药。虹口区江湾
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通过深度融合互联
网与社区健康服务，推动健康信息和便捷就医
服务的共享利用，这也是十多年来虹口基层
医疗机构优化转型、高质量发展的一个缩影。
“有呼必应”不仅要知道需求，更要有

能力做到“回应”。长宁区开展“一中心一

品牌一特色”建设，如：天山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的“白领医小时”“天山美小护”“e+医
健康云天梯”等项目，不断深化拓展家庭医
生服务内涵和外延；虹桥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聚焦社区中医、母婴健康、儿童视力等民
生项目，并开展家庭医生社区教学探索等。
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的提

高，要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不仅要关注老
年人，也要关注年轻人以及未成年人，工作
模式则要从疾病管理向健康管理转变。上
海在做强社区全科基础上，叠加儿科、康
复、心理等专科服务。像一些社区康复中
心，在提供社区常见病、多发病康复服务项
目的基础上，已经拓展了辖区康复特色服

务品牌，服务内容更加全面丰富。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作为居民健康保障

的“贴身管家”，除了服务居民的疾病诊治与
慢病管理之外，也要通过传播医学科普知
识，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素养。静安区
彭浦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推出的“防治结合
干预青少年假性近视”项目，寓教于乐，引导
周边更多居民、师生参与到预防青少年近视
的队伍中。上海更是在全国率先推出“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健康科普影响力指数”。
上海社区卫生服务从基本的门诊、配药

服务，到如今“小中心也能解决大问题”，通过
“有呼必应”的守护，做强健康服务能力，做优
健康服务内涵，成为社区居民的健康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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