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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共一大纪念馆，讲解员们正紧锣密鼓地筹备、

排演一堂情景党课。很快将上线直播，在云端为观

众“重现”百年前的“伟大的开端”。

上海，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2016年，上海

全面启动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以馆共

一大纪念馆为龙头，以全市612处红色革命旧址及纪

念场馆为支撑，串联成为今天人们探究、理解、把握

伟大建党精神的载体和主线，更成为当下砥砺奋进

的信心与底气。

经受住世纪疫情、严峻复杂外部环境、自身转型

发展等叠加考验的上海，正在火热的实践馆不断弘

扬伟大建党精神，并依托这一宝贵精神财富，在爬坡

过坎、向上登攀的关键时刻汲取不竭的精神动力，不

懈奋斗、勇毅前行，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新奇迹。

■本报记者 王宛艺

一批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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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动实施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重点推进
“一馆五址”建设保护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
列入民心工程

馆共一大纪念馆。本报记者 婧婧摄

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

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通过1168个展

项、612件珍贵文物，生动讲述百年前中国共

产党在上海孕育、诞生的故事。去年6月开

馆至今，150余万人次的观众驻足瞻仰，感悟

伟大建党精神。

“它们，照亮了共产党人的‘精神世

界’。”中共一大纪念馆藏品保管部主任徐云

根说。这样的集中展示，无形中展现着伟大

建党精神从孕育、壮大到传扬的故事，给观

众以震撼、以启迪。

也因此，中共一大纪念馆让革命文物成

为“活页教材”、英雄老兵成为“特聘教师”。

去年10月以来，馆方从12.8万件（套）馆藏

精品中挑选100件革命文物，陆续走进校

园等。

放眼全市，上海重点推进建设保护的

“一馆五址”，成了最佳的红色课堂。一批批

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批批展览展陈功能提

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

辑部）旧址清水墙修旧如故，还在毗邻打造

“初心会客厅”，再现新老渔阳里的“马克思

主义小道”，多维度开发党史教育课程；中共

二大会址，百年前这里诞生了首部《中国共

产党章程》。如今，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

章历程厅的玻璃展柜内陈列着中国共产党

自诞生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党章修正

案。指尖轻触屏幕，“泛黄的纸页”徐徐展

开，让人看见、感悟磅礴力量。

“听故事的人成为讲故事的人。”中共

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

介绍，沉浸式党课中，“红色故事更加入脑

入心”。

戴上麦克风、面对参观者，属地居民、

“行走的党课”志愿服务项目创始人张家禾

总是精神饱满。今年五月获评全国最美志

愿者的他，已累计开展红色志愿宣讲800余

场，行走2000余公里，3万余人次现场听讲，

近40万人次线上听讲。

在上海，依托红色资源独特优势，建立

起党史和理论宣讲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机制，成立全市大学生理论宣讲联盟。同时

创新文艺党课、经典诵读、人文行走等形式，

开展理论宣讲志愿服务活动超过1.8万场。

“这样一股劲、一股革命热情、一种拼搏

精神”，愈是艰难的时候，愈是在党员干部身

上清晰可见。在人民城市建设实践中，这样

一种精气神，化作攻坚克难、为民谋福利的

切实行动，落在一个个民生细节中。

一批革命旧址的保护修缮，也同步着周

边街区、里弄老宅的改造，在细微处蕴含体

贴暖心的巧思。中共一大纪念馆所在的新

天地区域，完善了架空线和合杆整治工程，

更纳入黄浦区“全要素”精细化综合治理。

一条7.1公里的“红色经典步道”串起包括中

共一大纪念馆在内的诸多红色点位，红色街

区的打造更惠及周边居民。

中国共产党上海市第十二次代表大

会，是全市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

上海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意义。

新征程上，我们既面临难得的发展

机遇，也面临许多严峻复杂的风险和挑

战。这就需要我们进一步提振信心、凝聚

力量，更好激发精气神和正能量；也需要

我们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从中汲取

丰厚的精神滋养，重整行装再出发，以“千

磨万击还坚劲”这股干事创业的劲头，寻

找破解困难、砥砺前行的力量，在新征程

上有新作为。

如何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结

合人民城市建设的火热实践，加快建设

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

大都市？

记者采访了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

副校长、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建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严爱云，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上海社会科学

普及研究会副会长吴涛等多位党史专

家。专家们认为：面对新任务新挑战，

更需要强化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从中找到规律，找到路径，付出更为艰

巨的努力，才能科学应对和化解前行路

上的各种风险和困难，在新征程上开创

伟大事业。

磨练担当的宽肩膀，锤
炼成事的真本领

经受住了世纪疫情、严峻复杂外部环

境、自身转型发展等考验，各项事业蓬勃发

展的上海，当下更需要一种宝贵的精神状

态和前行姿态。

有新气象才能有新作为。在徐建刚看

来，“一定要进一步传承好、践行好、弘扬好

伟大建党精神”。他说，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将引领着我们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

特点的伟大斗争，以此应对新矛盾新挑战，

从中彰显中国共产党敢于斗争、敢于胜利

的强大精神力量。

“进一步聚焦当下，就是要继续保持勇

气、锐气和朝气。”吴涛表示，就是要鼓足勇

气真抓实干、埋头苦干，给市场主体以明确

预期，加大助企纾困力度，稳定和扩大就

业，深入走访倾听，办好民生实事；昂扬起锐

气，铆足一股劲，磨练担当的宽肩膀、锤炼成

事的真本领，以最佳状态、最实举措、最硬作

风，发挥主观能动性，保持战略定力，坚定发

展信心，全力跑出发展的加速度；始终葆有

朝气，化困难为动力，化被动为主动，在危机

中寻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善于把“群众盼的”变为
“党委、政府要干的”

有了精气神，如何进一步将其转化为

干事创业的能力与本领？

专家们指出，需要顺应新形势新要求，

要突破路径依赖，克服“知识恐慌”“本领恐

慌”，终结“新办法不会用、老办法不管用、

硬办法不敢用、软办法不顶用”。特别要强

调：实践出真知。

要坚持结合人民城市建设，发展保障

和改善民生。吴涛认为，坚持人民城市重

要理念，不仅是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更要引导党员干部多向群众学习，对带有

普遍性的问题做好调查研究，从基层出发

进行顶层设计，科学统筹分类施策，善于把

“群众盼的”变为“党委、政府要干的”；把

“党委、政府在干的事”，变成“群众积极支

持、参与的事”；把干成的事，变成惠及群众

的事。由此进一步释放善意和暖流，不断

增进共识、温暖人心、凝聚人心，团结一致

向前看、重整行装再出发。

严爱云认为，要建设充满激情、富于创

造、勇于担当的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营

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更加坚定

地在国家战略下思考和行动，始终在服务

全国中发展上海，“从而将精气神进一步转

化为干事创业的能力”。

“严密的组织体系和严格的组织纪律

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所在。”徐建刚表示，

要坚持政治立党、思想建党、制度治党、质

量强党，不断提高政治三力，推进党的建设

新的伟大工程，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

势、制度优势充分转化为强大动力，为完成

新时代历史使命提供坚强保障。

发扬钉钉子精神，走好
新的赶考路书写新答卷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孕育了伟大建党

精神。新征程上，如何将伟大建党精神进

一步发扬光大？

专家们表示，一方面，要保护好、利用

好红色资源，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家园，让文物史料成为最鲜活的教材，让遗

址旧址成为最生动的教室，引导广大党员

干部加深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感悟，切实担

负起新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同时，也要在

实践中进一步保持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

坚定不移办好我们自己的事情，坚定信心

和追求，砥砺能力和本领，拓宽视野和眼

界，在反复锤炼中加强自身建设。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

领伟大事业。”严爱云说，只有始终赓续红

色血脉，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

斗志、指引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

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

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从而引领着

我们以排头兵、先行者的姿态和担当，以实

际行动走好新的赶考路，书写新答卷。

新征程上要有新作为！多位党史专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伟大建党精神引领我们开创伟大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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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王宛艺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新征程积蓄动力

全市612处红色遗迹遗址和纪念设施成为学史课堂

依托红色资源独特优势，上海建立党史和理论宣讲进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