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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一前后，上海市人大代表、全国劳

模王承和田林街道长春居委会党总支书记、

全国先进工作者苏嵘等社区群众尊敬的楷

模人物，在徐汇区总工会的统一部署下，

并应龙华烈士陵园的邀请，到陵园当上了

志愿者讲师，且准备常态化坚持。

这让我一度感到很吃惊，毕竟全国劳

模本是在本职岗位上建功立业的；到一个

完全崭新的领域去讲党史或党课，如何更

好地发光发热呢？王承等全国劳模们是如

何备课的呢？如果遇到求知欲旺盛的红领

巾、连珠炮式的询问，如何应对呢？我在

浦东的红色泥城主题纪念馆就遇到过一个

活生生的案例，堪称挑战！

那是六年前的暑假，高安路第一小学

刚刚结束一年级学业的翁黇懋同学连续发

问：什么是地主？什么是汉奸？什么是减

租减息？共产党到底是干什么的？问得拥

有党史硕士学位的职业讲解员姐姐是目瞪

口呆。我当场予以了解围，并要求小翁同

劳模讲故事

度公开。里面的诸多细节，让许多网友直

呼“破防”。王承认为这也特别适合讲给

未成年人听。而我觉得光靠电视剧的剧情

来准备党史讲解，是远远不够的。上海新

闻界老前辈陈大维年初在和我的交流中，

则强调青少年学习党史还是应该有一本高

质量又生动活泼的教材。我经过相当一段

时间的认真比对，认为《新民周刊》百年

风华珍藏版就是绝好教材；并推介给了徐

汇区总工会劳模龙华烈士陵园讲师团。这

本珍藏版，打通了百年风云和新时代脉搏

之间的互动；又因文字洗练、内容精致、

图片如无声的叙说，便于劳模们领会。

周刊主题报道的党史素材整理工作特

别出色。如陈乔年有一个女儿，是夫人史

静仪给他留下的遗腹子。党组织曾将烈士

后代托付给同情革命的劳苦家庭，但因地

下斗争的严酷性，这孩子一度失去和党组

织联系，直到 1994 年才得以找回。因为一

度被苗家收养，所以等最后找到陈乔年女

儿的时候她名叫苗玉，已经 66 岁了。苗

玉从小也给地主家放牛、砍柴、做农活，

1944 年新四军来到她在安徽的村庄里，她

就参加了新四军。她参加了抗日战争最后

的大反攻，并随华东野战军十兵团参加了

解放战争；在解放福建全境后，她在福州

安了家。新中国成立之后，她一直在福州

市公安系统工作。王承在龙华烈士陵园的

讲解中，剧透了这些细节。

苗玉在恢复和陈家关系后，曾回到安

庆参加了陈独秀墓的修缮工作。她的格言

就是父亲陈乔年烈士的遗言：“让我们的

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

吧！”王承告诉我：这也是今年最流行和

感人的先烈名言！

王泠一（上海，学者）

学多多自学党史和国情。小朋友最后提出

的疑问：“教材是什么？”我就向他推介

了周刊。后来他的班级被命名为《新民周刊》

班。小翁同学目前已在西南位育中学完成

初一学业，周刊依然是他最爱。

那么，王承的底牌是什么呢？他很坦

率地告诉我这位老熟人：担心过讲不透彻，

担心过无法应对孩子的提问。去龙华烈士

陵园之前，王承自然做了不少功课。如他

基本上吃透了电视连续剧《觉醒年代》的

主旋律内容。王承最欣赏的就是主角陈独

秀的启蒙故事、实践探索、建党意志，以

及他和当时思想界的交流与辩论、他和普

通民众的有效沟通与对基本国情的把握。

这部电视剧艺术地复活了党的创始人的光

辉形象，这一形象丰满、阳刚、激越，可

谓是那个时代理想和行动的完美结合；对

现在的年青人是个很好的启发。有了激情

和梦想，年青人就不会选择躺平。

最近，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的履历表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