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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总书记重温入党誓词的场景，深深

触动了申城广大文艺工作者

跟随总书记足迹，重温入党誓词。连

日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

治局常委重温入党誓词的场景， 深深触

动了申城广大文艺工作者。在他们看来，
誓词里每句话都那么熟悉， 那么深沉有

力；总书记在带领常委们宣誓，其实也是

带领我们8900多万名共产党员宣誓。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毛时安

说，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既是中国

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 又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

者。 “96年间，党领导的先进文化在各个

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始终有一大批优

秀的文艺作品在鼓舞人。 新时代， 新征

程，新篇章，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其

实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精神家园， 提醒我

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坚持

‘二为’方针，‘双百’方针，就是文艺工作

者的初心。 ”毛时安进而表示，新时代的

文艺工作者要把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由理念落实到符合艺术规律、满足

人民精神生活需求、 塑造出艺术典型和

优秀作品的创作实践中， 就应当把笔触

浸润到人民的心灵世界， 欢乐着人民的

欢乐，忧患着人民的忧患。 同时，全身心

地投入到新时代， 敏感于新生活、 新题

材，回应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这对文艺工作者的才华、想象、对生活的

关切，都是重要考验。
中华艺术宫执行馆长李磊表示，终

身坚守入党誓词， 具体到新时代的文艺

工作者， 就是要始终铭记以精品佳作来

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民、讴歌英雄，
永远努力用美好的作品来启迪和净化人

们的灵魂。 “通过策展，把反映人民心

声、 火热时代的优秀美术作品奉献给

大家， 让市民拥有一座值得自豪的美

术馆，就是我们为人民创作、为社会主

义服务的初心。”这些天，“从石库门到

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华艺

术宫举行。参观者络绎不绝，其中特别

有两幅画作， 吸引了许多年轻人驻足

拍照留念。一幅是《曙光》，画面主角是

96年前中共一大的十多位与会者；另

一幅是《牵挂》，作品描摹了习近平总

书记当年在上海工作时深入社区，与

普通群众亲切交流的温暖场景。 李磊

在导览时遇见一位参观者，“他看得很

仔细，还指着《牵挂》说，画面上每个人

都沐浴在阳光里。 从建党那年闷热的

夏天，到如今阳光灿烂的石库门房子，
历史变迁背后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

不忘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
上影演员剧团团长佟瑞欣近年来

塑造了不少中 国 共 产 党 员 的 光 辉 形

象。 他演过毛泽东，也演过时代楷模邹

碧华，这些优秀共产党人所具有的精神

伟力，深深感染着他，“通过我们的表演

把正能量，把一个个有血有肉时代楷模

的精神传播出去， 让更多人受到鼓舞，
这就是表演的初心”。他提到电影《邹碧

华》中的一个细节，当司法改革遇到困

难时， 邹碧华带领司改办全体成员，到
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历史。 就在兴业路

上，邹碧华向同事们讲述中国共产党是

如何由弱到强，“我理解，他所阐述并希

望各位法官从中汲取的，就是一种初心

的力量。 这股力量，中国共产党从建党

第一天起就拥有，并在96年后的今天聚

合成了磅礴之力”。

凝聚智慧力量，将青春梦融入中国梦
复旦大学历史系2015级硕士研究生刘冬雪：

“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上海瞻仰

中共一大会址， 这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上， 带领全国8900万党员牢记为人民谋

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开创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征程。”这
几天， 复旦大学历史系2015级硕士研究

生刘冬雪和同学们一直在深入学习总书

记重要讲话和党的十九大报告。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身为

历史系的学生，一大会址、二大会址、四

大纪念馆， 刘冬雪都瞻仰过。 2015年以

来，她还参与了“上海红色地图”项目，并
曾经在中共一大会址担任 “红 色 讲 解

员”，看到总书记来到一大会址，她感

到无比自豪。
她说，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党员，我

们要坚定理想信念， 更加紧密地团结

在以习近平同 志 为 核 心 的 党 中 央 周

围， 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

精神上来， 把智慧和力量凝聚到落实

党的十九大确定的目标任务上来。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

刘冬雪说：“作为当代大学生， 我们必

须将实现个人价值和国家社会发展结

合起来，把青春梦融入中国梦，为决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砥砺奋进！ ”

继承光荣传统，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徐明：

作为重要的红色阵地， 中共四大

纪念馆该如何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

程中， 把党的光荣传统发扬好、 继承

好，使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市

民心中？ 自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到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集

体瞻仰一大会址， 这个问题一直在馆

长徐明的头脑中盘旋：“我们在振奋而

喜悦的同时，更感到任重而道远。我们

该怎样不断创新党史教育的内容和形

式， 更好地讲述党的诞生地的故事？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担当。 ”

2007年7月12日，习近平同志到虹

口区调研，特意来到当时在多伦路上的

中共四大史料陈列馆参观。他郑重地对

大家说，我们一定要把党的历史完整地

记载下来，教育下一代，这也包括要把四

大纪念馆建设好，把史料征集好，要重视

党史研究工作。 2012年9月7日，新建的中

共四大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圆满完成了

习近平总书记交办的建馆任务。
今年，距离2007年恰好十年，又正值

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中共四大纪念馆

馆长徐明说，在这个特别的时候，聆听总

书记关于党史工作和场馆建设的指示，
既备感温暖，又深受鼓舞。中共四大纪念

馆建馆开放以来的五年， 牢记总书记的

嘱托，厚植根基、默默耕耘，以”板凳一坐

十年冷”的态度深入开展党史基础研究，
通过征集史料、查阅档案、课题研究、口

述实录、专家研讨等各种方式，积极探寻

中共四大的历史贡献、 中国共产党前进

发展的力量之源。
中共四大原会址已毁于战火。在纪念

馆落成前，国内关于四大的研究材料只有

26篇。 为了深入研究中共四大会议，四大

纪念馆与上海市党史学会合作举办 “周
恩来与上海” 资深专家论坛， 与一大会

址、 二大会址等兄弟场馆携手赴俄罗斯

查找征集中共早期历史档案， 不断丰富

馆藏资料和研究成果。 “我们走访中共早

期领导人和四大代表的后人、 研究者以

及重要历史事件亲历者， 拍摄记录了数

千分钟的视频资料， 以口述实录的方式，
还原着共产党人的创业艰辛。 ”令徐明欣

慰的是，到2015年，仅纪念四大90周年学

术研讨会上征集到的论文就达40余篇。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工作的过程中，

一个问题引起徐明的兴趣：四大在党的

历史上究竟作出了什么贡献、有着什么

影响 ？ 目前的研究成果令人欣 喜 与 振

奋———对党的自身建设而言，四大是一

个重要转折。 比如，早先“凡有党员五人

至十人均得成立一小组 ”的规定 ，在四

大改为“凡有党员三人以上均得成立一

支部”。 在徐明看来，“从五到三”意义巨

大：按当时全国994个党员的规模计算，
“五人一支部”到“三人一支部”，意味着

全国的支部数量从至多200个跃升至330
个，“对党的阵地而言， 这是一道大大的

加法”。
五年来， 四大纪念馆共举办36场各

类专题展，吸引观众逾50万人次，通过巡

展覆盖受众近500万人次。 如今，四大纪

念馆的研究人员正实地考察虹口区的重

要革命旧址和名人故居，编纂口袋书《中
国共产党在虹口》，把“隐藏”于街头巷尾

的红色印记串联成醒目的红色珠链，让

虹口区的干部群众， 尤其是中小学生更

全面地了解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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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记总书记嘱托，守护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张黎明：

“一定要把一大会址的事情做好。”
10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

局常委集体瞻仰中共一大会址， 离开

前， 特意叮嘱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

张黎明， 要保护好、 传承好、 利用好

珍贵的 “红色基因”。 总书记对党的诞

生地的崇敬之情， 以及不忘初心的坚

定信念， 让张黎明和一大会址纪念馆

所有工作人员十分感动、 备受鼓舞。
96年前， 中国共产党在艰险环境

下诞生于兴业路76号石库门18平方米

的客堂间。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从这里开始。“总书

记提到， 这里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精

神 家 园 。 这 深 深 触 及 到 了 我 的 灵

魂———共产党员必须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断反省，时常

回到一大会址来‘充电’，以更昂扬的

意志和更坚定的理想信念永远奋斗。 纪

念馆一定按照总书记的叮嘱和要求，把

党的诞生地事业守护好、发展好，将‘红

色基因’传承好。 ”
张黎明介绍，从2015年开始，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组团奔赴俄罗斯、美国、日
本、德国等地，全球搜集我党早期档案资

料， 目前已征集史料数百万字。 在建党

100周年前后，纪念馆将依托“革命圣地

及重要旧址全国合作联盟”平台，盘活全

国的红色资源， 策划举办中共百年光辉

历程全球巡展，用丰富的图片、史料、视

频等，以世界语言讲好中国故事、讲述好

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我们希望建党一

百周年之际，总书记能再回来看看。 ”张
黎明期待地说。

总书记带领 中 央 政 治 局 常 委 参 观

《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

列》时，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宣教部主任

杨宇担任讲解员。在馆内工作16年，能在

党的十九大刚刚闭幕的重要时刻， 为总

书记和常委们讲述建党历程和 发 展 征

程， 杨宇倍感兴奋和幸福，“这对我是一

次特殊的党性教育，终身难忘，让我更深

入地理解共产党建党史， 也加深了我对

共产党人坚守理想信念的感悟。 ”
11月1日以来，中共一大会址人气爆

棚，参观、瞻仰者络绎不绝，三天总人流

量已超过1.25万人次；很多党员、群众特

意来馆追寻总书记的脚步， 重走瞻仰之

路； 而馆内的工作人员也在反复回味那

段珍贵时光。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陈列研究室副

主任张玉菡说：“总书记和常委们的瞻仰

之旅， 让我反复思考十九大报告中的那

段话：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建党时是个风雨如磐的年代， 中国共产

党人能坚守96年并取得如今的成就，真

的不易。 总书记带领常委们回到党诞生

的地方，集体瞻仰，不忘初心，告慰了先

辈先烈们。 ”
“要好好保护、利用一大会址旧址。”

回忆起那令人难忘的殷殷嘱托， 张玉菡

说，“作为党员和纪念馆工作人员， 我们

一定弘扬、传承好共产党人的初心，精心

研究和传承好革命文化， 把中共创建史

研究推向深入， 以更好的形式讲好中国

共产党人的建党故事。 ”
“习近平总 书 记 带 头 践 行 不 忘 初

心， 给全党树立了表率。” 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办公室副主任林晶晖说， “作
为一名在党的诞生地纪念馆工 作 的 党

员， 每次经过一楼宣誓大厅， 听到入党

誓词响起， 都会心潮澎湃。 看到总书记

和常委们在这里宣誓， 我深受鼓舞， 心

里充满力量。 今后， 我一定继续努力工

作， 宣传好党的光辉历史、 优秀传统，
为全体党员同志和广大群众回到党的诞

生地瞻仰学习做好服务。”

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重走瞻仰之路， 上海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表示———

一步一个脚印向着美好未来最高理想前进

昨天， 上海 “中共一大会址” 门前， 市民和游客排起长队等候进场参观。 图/东方 IC

挖掘保护红色资源，凝聚党员群众奋进力量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常务副馆长沈效中：

静安区老成都北路7弄30号（原南

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共二大会址纪

念馆的党章展厅里， 有一套 “镇馆之

宝”———1300多本不同时期、不同版本

的《党章》。昨天，“镇馆之宝”再添新成

员———新修订的《党章》全文首次以展

板和电子显示屏等形式展出， 吸引了

数千党员群众瞻仰、参观。
10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

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一大会址， 回顾

建党历史，重温入党誓词，在党员群众

中引起巨大反响。 连日来，中共二大会

址纪念馆也迎来了瞻仰客流高峰。 馆

内工作人员忙碌并开心着，面对党员群

众热切且崇敬的言行神情，他们愈发深

入思索如何进一步保护好、利用好“红色

基因”，传承红色文化，坚守红色阵地。
95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在中

共二大会址的石库门二层小楼诞生。 同

时，这里也铭刻下党史上多个“第一”：第
一次提出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第一次提

出党的统一战线思想， 制定了第一部党

章，第一次比较完整地对工人运动、妇女

运动和青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定

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提出“中国共产党

万岁”的口号……此次会议与中共一大共

同完成了党的创建。 从此，我们党有了自

己的立党之本和最高政治行为规范。
当年，上海设计建设延安路高架时，

为保护这两排始建于1915年的石库门里

弄建筑，特意避开了二大旧址所在地，可
见保护力度之大、决心之强。 今年6月30

日，经过四个月的“闭关”改造，二大会址

纪念馆以全新形式再次向公众开放。 重

新开放的纪念馆，不仅丰富了展览内容，
还提升了展示手段：折屏天幕、裸眼3D、
AR增强现实技术、互动投影设备……现

代化的媒体技术随处可见， 让党员群众

耳目一新，观展人流纪录不断刷新。纪念

馆宣教陈列保管部主任尤玮介绍， 新技

术让党的历史的展览更加真实生动，也

更加有感染力和吸引力。
这几天，每天早上8点左右，就有人

在门口等候9点的开馆。 展厅内，有人边

看边做笔记， 不时拿出手机记录珍贵的

藏品史料；很多人震撼于馆藏《党章》的

丰富，仔细观看，还利用电子显示屏查看

各版《党章》的具体内容。 为更好地准备

可能产生的超大客流，馆内已做好准备，

开放服务和接待工作，拟定了针对散客、
中、 小型团队和大型团队不同群体的特

点，制定了具体讲解接待方案，让党员和

群众充分感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常务

副馆长沈效中说：“总书记带领常委们回

到党的诞生地瞻仰， 给了我们极大的力

量和信心， 我们将守护好纪念馆这块红

色阵地，让党员群众的热情不断激荡。 ”
记者获悉，纪念馆通过举办“明灯讲

堂———上海大学生学党章、读党报、走进

新时代”等系列活动，在广大大学生青年

中宣传《党章》和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
艰辛历程。 在建党100周年之际，纪念馆

还将举办各项活动， 通过征文、 知识竞

赛、座谈会、暑期活动等形式，向广大党

员群众介绍党的丰功伟绩， 共同学习革

命先辈的崇高精神。

■本报记者 李静

奉献祖国人民，投身“健康中国”战略
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博士生张凡：

“青年兴则国家兴， 青年强则国家

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国梦是历

史的、现实的，也是未来的；是我们这一

代的，更是青年一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

斗中变为现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

九大报告中有关青年的这段阐述， 上海

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博士二年

级学生党员张凡连日来反复重温， 每读

一次都备受鼓舞、倍感振奋。
出生于1991年的张凡， 经历本科五

年、硕士两年，如今是她学医的第九个年

头。 目前，张凡在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赛娟指导下，研究血液系统疾病，主要

从事斑马鱼的造血与血管机制 相 关 研

究。这是一项比较基础的研究，大部分时

间她都泡在实验室里。她说，瑞金医院

的这个斑马鱼平台已建立多年， 有很

多前辈老师为此付出艰辛的努力，虽

然工作很枯燥， 但总要有人去守着这

份事业， 因为这里的发现可能与血液

系统疾病的发病机制有关， 当科学问

题被一点点阐明后， 将推动治疗的进

步，从而改变千千万万患者的命运。
“实施健 康 中 国 战 略 ”已 被 写 入

党的十九大报告，人民健康是民族昌

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张凡说：
“习近平总书记为我们开启新征程、指
明新目标，作为一名学生党员、一名医

学生，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积极

提升自身临床科研能力， 把个人理想

与追求和祖国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
让青春在为祖国、 为人民的奉献中焕

发出绚丽光彩，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记者 姜澎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景。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