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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星火”仍在“燎原”
在复旦师生心中，“国福路51号”是个熟

悉又亲切的地址。这里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

陈望道的住所，记录着1956年至1977年他在

该校的生活形迹与工作点滴。现在，这幢掩

映在绿意中的洋房经过修缮，以《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的新身份展现在公众的视野中，讲

述“信仰之源”、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的故事。

在这里守望、讲述故事的，是一批复旦青

年学子——“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他们讲

述着百年前先贤们寻求真理的故事：“此前有

许多人以为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源于

日文版，其实不然，日文版中的‘无产者’被译

为‘平民’，意思并不准确。陈望道结合英文

版，准确地译出‘无产阶级’的含义，这对中国

革命乃至革命者产生巨大影响。”

他们是“90后”“00后”，通过培训和一次

次讲解，这批青年学子坚定共产主义信仰，成

为《共产党宣言》精神的忠实传人。

2020年6月，服务队全体队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了一封信，汇报了参加志愿讲解服

务的经历和体会，表达了做宣言精神忠实传

人的信心和决心。2020年6月27日，总书记

给他们回信，勉励他们继续讲好关于理想信

念的故事，并对全国广大党员特别是青年党

员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给我们回信，既是

一份激励，也是一种责任，希望我们未来能更

好地讲好老校长追寻真理的故事，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不负重望。”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

生李亚男说。

四年过去了，“星火”仍在“燎原”。2023

年8月，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

生、“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队长蔡薛文完成

自己的第一百场讲解。蔡薛文说，如今的“星

火”党员志愿服务队已从当初的30余人扩展

至80余人，成员包括青年教师、博士生等，大

家以陈望道旧居为主阵地，边学习、边研究、

边宣讲，服务了来自学校、社会各界参观者10

万人次，年均讲解700多场。每一名队员都立

志成为“火种”，尽己所能把《共产党宣言》昭

示的“真理之光”“信仰之源”传播开去，将红

色火种撒向更广袤的土地。

2020年6月以来，“星火”党员志愿服务

队逐步将理论讲解从场馆内带到场馆外，从

校内带到校外，从线下带到线上，争取让更多

的人通过他们的讲解体悟到“真理的甘甜”。

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多年前，一群热爱英语和音乐的上海外

国语大学学生决定学以致用，向世界传播中

文歌曲。他们起名为“MelodyC2E”，意思是

将中文歌词译成英文，再以优美的旋律传播

出去。《追光者》《小幸运》《知足》……一首首

脍炙人口的歌曲收获了无数国内外粉丝。

不久前，又有一群热爱戏剧和法语的年

轻人，用所学专业助力中国原创音乐剧翻译

成法文。他们为团队起名“语蝶”，期待让语

言插上翅膀，破茧成蝶。当经典音乐剧《金

沙》唱段《天边外》法语版动画MV上线，又是

一波盛誉涌来。

把语言教学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工作相结合，是上外的优势，更是特

色。团队成员说，初衷是用不同的艺术表现

形式去讲中国故事，希望能让更多的外国观

众理解中国音乐剧中的歌词之美、内涵之美、

文化之美。“中国有很多制作精良的经典原创

音乐剧，但是很少有像法国音乐剧的这种全

球热度，我们希望有一天中国原创音乐剧也

能走出国门，让更多外国友人看到。”团队成

员张子墨说。

该校翻译研究院院长王有勇教授指出，

在推动中国优秀文化成果从“走出去”到“走

进来”的过程中，既要突出文化外译作品中的

中国思想，彰显文化外译作品中的中国价值；

也要用世界乐于接受的方式和易于理解的语

言，不断促进中外文化互通有无、和谐发展。

在上外，师生还经常一起用英文讲党史、

辨析外媒报道……通过多种多样的形式，让

未来的新生力量能够向世界“解释中国”，在

国际传播中潜移默化形成中国表达、中国修

辞、中国语意。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则将很多“非遗”

纳入专业教学，同样为传播中国文化，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出了贡献。作为专业课

教师及“葛陶紫砂”品牌传承人，青年教师葛

菡禄显得十分有底气。她介绍说，学校引进

紫砂行业的大师及民间实力派艺人，将他们

各自的紫砂绝技带入课堂，为学校的“大思政

课”提供了丰富的教学素材。

连续11年，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承办

国际（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和国际

传统艺术邀请展，吸引来自亚、欧、非、美等大

洲的几十个国家的专家参与，已成为世界各

国共同推动非遗保护事业发展、交流、分享的

重要平台。学校先后在埃及、土耳其、斯洛伐

克等国举办上海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展

出涵盖海派绒绣、海派丝绸、戏曲服饰等众多

具有代表性的沪上非遗作品。学校还与乌兹

别克斯坦国家艺术与设计学院签署了全面合

作备忘录，在该校开设“工艺中国”海外课堂，

输出陶瓷、玻璃等手工艺非遗课程。

“‘影’领成长”，引起共鸣
在上海大学嘉定基础教育集团，观看了

同一部影片《长空之王》，小学、初中、高中的

同学们获得的是不一样的学习体验。

学唱电影主题曲《云端》时，留云小学的

孩子们觉得，电影中试飞员都是英雄，他们为

了提升国家隐形战机研发的成功率，拿自己

的生命在测试，歌曲既然是歌颂他们，就应该

唱得激情澎湃，然而老师却说，要唱得柔和、

温暖。经过讨论，孩子自己找到了答案：战斗

机试飞员就像是奥运会金牌选手身后那些陪

练的人，他们默默无闻，甘做幕后英雄，沉稳

却饱含深情的歌声，符合他们低调而伟大的

人生选择。

在留云中学的一节八年级道法课上，《树

立总体国家安全观》一课也围绕《长空之王》

展开，初中生的任务，是为电影设计一份宣传

策划案。有的小组集体设计了电影小报，有

的则计划在周一的国旗下讲话中举行一场

“英雄故事会”。“让我内心震撼的是队长张

挺，当试飞时发动机骤停、失火，飞机失去控

制，他为了保护队友和百姓的安全，选择献出

生命。”“当我看到熊熊燃烧的飞机向操场上

的孩子冲来，我特别害怕，但他却成功飞过，

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保全了一操场像我这样

的孩子。”……同学们将对英雄的崇敬融入画

面和演讲稿中，希望引起更多同龄人共鸣。

同样从电影出发，上大嘉高的高中生探

讨的是关于“和平年代，我们怎样爱国”的问

题，拟定一份演讲词。如何让讲稿更能打

动人？刘宏老师提醒同学们，想一想电影

中的台词如何打动人心？女生王心怡说，

最打动她的是张挺生命倒计时开始的那句

“同志们我已不能返航了”，然后才说“爸，妈，

儿子我……”没说完飞机就坠落了。演讲稿

中唯有体现出“先国家、再小家”的英雄本色，

方有感染力。

上海大学附属嘉定实验学校校长孟琰玲

介绍，以市教卫工作党委、市教委2020年推动

的“中国系列”课程进中小学项目为抓手，上

海大学嘉定基础教育集团构建了“‘影’领成

长”课程，结合小初高学段特点，建立了跨学

科、跨学段的价值观教育内容体系，充分发挥

影视作品的德育浸润作用，通过教育引导、实

践养成等路径，评估不同学段学生知行合一

的达成度。

上海校园化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育人沃土

用“中国表达”诠释“真理的甘甜”
本报记者 张炯强 郜阳 陆梓华 王蔚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指出，“上海一
定要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工作做得更细、更
实、更深入人心，努力在这方面走在全国前列”“特别是要抓
好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上海教育系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

神和市委部署要求，聚焦党的二十大提出的“用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
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这一战略部署，把弘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和深化学校思政工作改革创新紧密结合起来。
十年来，上海的大中小学课堂正着力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融入思政课程育人
体系，加快构建自主知识体系。

▲

在嘉定的一

所小学里，师生

联手制作有红色

寓意的工艺品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