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改造项目于去年 8 月启动， 内部设计力求复原渔阳里原貌。 完成改造后的中国

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将于今天开始试运行，“五ー”小长假期间均面对公众开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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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 阴有小雨转阴 温度:最低14℃ 最高18℃ 北到东北风3-4级
明天 多云转晴到多云 温度:最低15℃ 最高23℃ 西北风4-5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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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建“一带一路” 把握机遇
深化全方位合作 携手迈进

荩 刊第三版

习近平昨分别同瑞士联邦主席、葡萄牙
总统、尼泊尔总统举行会谈，还分晤奥地利
总理、柬埔寨首相、新加坡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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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年前，五四运动的发起人

是北大师生， 宣言的起草人是北大

师生，游行队伍的总指挥、走在队伍

最前面的主力军都是北大师生。”今

年正值五四运动 100 周年， 由北京

大学党委宣传部、校史馆、档案馆举

办的 “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五

四爱国运动 100 周年” 纪念展日前

开展，以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

“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

神。 这也是北京大学校史馆经过一

年半改造， 重新开放后举办的首个

专题展览。

数字化呈现展览实物资料

迈入北大校史馆的正门， 向右

侧望去， 可看到首层展厅内环墙展

示着与五四运动相关的图片、手稿、

刊物、学术著作、印章等，并按时间

顺序依次划分为 “五四运动爆发的

背景”“五四运动的爆发”“五四运动

的深入发展”三大部分，清晰呈现了

五四运动的发展脉络以及与北大的

深切关联。 据北大校史馆负责人介

绍， 此次展览共精选了 70余幅珍贵

图片， 百余件五四时期的实物资料，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北大校友捐赠。

从 《新青年》 里振聋发聩的呼

喊、 北大学子于运动当天写下的笔

记，到学生传单上慷慨激昂的陈词，

再到五四时期蓬勃发展的北大学术

刊物———展览上视角不一、 囊括广

泛的实物资料无声还原着五四前后

的历史细节， 也系统展示了北京大

学作为五四运动策源地与新文化运

动中心的重要历史地位， 阐释了北

大“爱国、进步、民主、科学”光荣传

统的开端与发展： 当巴黎和会外交

失败的消息传回国， 北大学子率先

挺身而出，联合各校发动游行，开启

风云激荡的五四序幕。

此外， 展览还着重展示了中国

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在北大工作或

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

作、 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并推动中

国共产党建立的历史进程。 除了传

统的展览形式， 展厅内还摆放着一

台电子触摸屏， 对展览实物资料做

了数字化呈现，观众可以“翻阅”陈

列的刊物、放大图片的细节，更为细

致、深入地观看整个展览。

把激昂的青春梦融入
伟大的中国梦

纪念展甫一开幕， 便迎来不少

前来观看的校内外观众。 “看到前人们在五四运动中的贡

献，心里总会涌出些激动。 作为当代青年，我们也应该放大

自己的格局，把眼界扩大到个体命运以外，具备对公共事务

与国家命运的关怀之情。 ”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驻京见习记者 彭丹

用青春书写新时代的荣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青年成长成才纪实

殷殷嘱托激扬理想风帆
■ 习近平总书记着眼新时代党

和国家发展的新期待， 为广大青年
指引人生航向、 送去温暖关怀， 极
大振奋了广大青年的精神

倾心部署呵护青年成长
■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强领导和有力推动下， 青年
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快完善， 施展才
干的舞台更加广阔

伟大梦想感召接续奋斗
■ 广大青年自觉担负起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的使命 ， 在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 、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途上奋力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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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阳里，石库门老建筑再现青春的信仰
99年前，八位平均年龄仅24.5岁的年轻人在这里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团的早期组织

在上海市中心繁华的淮海中路上， 深藏着 “渔阳里”

团中央机关旧址———近百年前， 在这栋位于新渔阳里 6 号

的二层石库门小楼里， 俞秀松、 李汉俊等八位当时平均年

龄 24.5 岁的年轻人，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 发

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

年团。

2018 年 8 月 25 日 ， 作为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 革命遗址修缮保护项目之一， “渔阳里” 团中央机关

旧址纪念馆整体改造项目正式启动。 历经 10 个月的改造，

这幢石库门小楼成为修缮一新重新开放的 “渔阳里” 团中

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1920年，石库门小楼里团组织带着信仰起航

时间回到 1920 年的夏天。 你会看到陈独秀、 李汉俊

等马克思主义者穿梭在渔阳里弄堂附近———他们在老渔阳

里 2 号里作出了成立共产党组织的决定。 而在新渔阳里 6

号， 有一群年轻人在 “外国语学社” 的招牌下秘密学习马

克思主义。 当时， 老渔阳里 2 号与新渔阳里 6 号有弄堂相

通， 两处相隔数十米。 陈独秀等常去新渔阳里 6 号讲课，

热血青年如刘少奇、 任弼时等常在此出入， 这条通道因此

被称为 “共产主义小道”。

学习酝酿着革命的热情。 在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领

导下， 俞秀松等八名青年在此发起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

主义青年团， 命名为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意味

着， 99 年前， 在这幢二层石库门小楼， 八位当时平均年

龄 24.5 岁的年轻人， 让自己的信仰起航， 在历史上留下

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第一个团的早期组织， 它对各地

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建立起了发动和指导的核心作用。

1961 年 3 月 ， 国务院将新渔阳里 6 号正式命名为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并列入第一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茛 下转第五版

■本报记者 祝越

在重温历史和写作过程中
由衷地佩服中国共产党人

大手笔升级规划，让更多创新药加速涌现
从研发到制造，上海加快构建生物医药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

在上海张江， “甘露寡糖二酸 （GV-

971）” 的受关注度可以用 “自带流量” 来

形容。

这款治疗阿尔茨海默症的原创新药由

中国海洋大学、 位于张江的中国科学院上

海药物研究所和上海绿谷制药有限公司历

经 21 年的技术攻关， 已经深深刻上了 “上

海研发 ” 烙印 。 而在今年 ， 它还将实现

“上海制造”， 在新规划的张江创新药产业

基地落地投产。

从研发到制造，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正

在形成完整的产业链 、 价值链和创新链 ，

集聚各种产业要素。 如此生机勃勃的景象

无疑是这座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又一例证 。

前不久， 浦东新区一次性拿出近 10 平方公

里土地， 布局包括张江创新药产业基地在

内的四大基地， 大手笔的升级规划将释放

倍增效应， 让更多创新药物、 创新医疗器

械产品在上海加速涌现。

厚植研发优势，形成创新集群

研发是生物医药产业的创新源头和立

身之本， 是上海代表国家参与国际合作与

竞争的重要支撑。

在研发显示度上， 这串数字足以让上

海占据 “C 位”： 国家食药监总局每批准三

个一类新药， 其中就有一个来自张江； 张

江企业申报新药临床获批率是全国平均水

平的三倍以上。 茛 下转第五版

上海生物医药产业发展蓝图已经绘就， 正在蹄疾
步稳地渐次落实： 到 2020 年， 产业规模将达到 4000
亿元， 创新能力保持全国领先地位； 到 2025年， 基本
建成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策源地和生物医
药产业集群

■本报记者 唐玮婕

伴随龙头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成长， 生物医药产业已成为浦东新区乃至上海制造业

的重要增长点。 图为位于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的“张江药谷”。 图/东方 IC

■文化视点

———对话 《战上海 》作者 、

军事史专家刘统

有容乃大，
让世界共享中国机遇
学习领会习近平主席在第

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开幕式上关于扩大对外开
放的重要讲话精神之三

荩 均刊第五版

“五一”上海多云间晴
气温平稳 适宜出行
本报讯 （记者周渊） “五一” 小长假即将到来， 而上海

的天空阴雨仍然表现出最后的 “倔强”。 昨天和今天上海都维

持阴雨天气， “五一” 假期还能不能好好玩耍？ 气象部门给

出了最新解答： “五一” 期间， 上海天气多云间晴， 市民无

论是出行还是在家洗晒都很适宜。 茛 下转第五版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今起试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