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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日 ，“国旗下成长 ” 上海青少年升国旗 暨 爱 国 宣 讲 主 题 活 动 在 一 大 会 址

举行 。 袁婧摄

■本报记者 李静

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之
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阻
并取得辉煌胜利，就是因为党
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
民服务，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
支持和拥护。 未来我们无论走
得多远、 走到多么辉煌的未
来， 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
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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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得 再 远 ， 都 不 能 忘 记 是 从 哪 里

来 ，要 到 哪 里 去 ，以 及 为 什 么 而 出 发 。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唯有不忘初心，方

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方可赢得民心、
赢得时代，方可善作善成、一往无前。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必须知道自

己是谁，是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想

明白了、想对了，就要坚定不移朝着目标

前进。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望。
十九大报告也强调指出：不忘初心、方得

始终。
96年前， 一群先进的中国人聚会在

上海一幢石库门建筑， 一件开天辟地的

伟大壮举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了。 中国共

产党从此诞生，改变了中华民族的命运，
改写了中国近百年的历史。96年来，中国

共产党经过革命、 建设和改革的不同历

史阶段，筚路蓝缕，历经沧桑，改天换地，
波澜壮阔， 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

而奋斗的党转变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

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 从受到外部封锁

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

党转变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 但无

论我们走到哪里，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

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 都要牢记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始终坚持立党

为公、执政为民，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和执政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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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鸦片战争以后，实现民族复兴是无数仁人

志士前仆后继、义无反顾的伟大梦想和悲

壮叙事，而只有在今天，我们才比历史上任

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同
时把伟大梦想与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有机统一起来，并在统

揽“四个伟大”的过程中，践行共产党人的根本宗旨和政治立场。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究竟是为多数人谋

利益还是为少数人谋利益， 是实现多数人的统治还是少数人的统

治，是共产党与剥削阶级政党的分水岭。 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
产党宣言》中明确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

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

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在近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剧烈变动中，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洗礼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
择了中国共产党，就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的。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所在。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自古以来得人心者得天下，失人心者失

天下。共产党能够打败国民党，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张学良曾说：国
民党在大陆时，没有想到这是自己的国家，房子、钱……他们什么

都要， 就是不要国家和人民。 毛泽东曾告诫全党：“共产党是为民

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 它应该受人民的

监督，而决不应该违背人民的意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

的结语郑重宣示：大道之行，天下为公。 这是用古老箴言对于共产

党执政规律的高度凝练。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 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

衰的根本因素。中国共产党一路走来，之所以能够战胜各种艰难险

阻并取得辉煌胜利， 就是因为党的根本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能够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和拥护。 未来我们无论走得多远、走
到多么辉煌的未来，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

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一大会址时说：“其作始也简， 其将毕也

必巨。”96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
这值得我们骄傲和自豪。 同时，事业发展永无止境，共产党人的初

心永远不能改变。
无论是高举民主、科学的旗帜，还是反内战、反独裁；无论是确

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还是开启改革开放的伟大征程；无论是实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国共产党都顺应了

时代发展。 正如十九大报告发出的时代强音：历史车轮滚滚向前，
时代潮流浩浩荡荡；我们党深刻认识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必须合乎时代潮流、顺应人民意愿，勇于改革开放，让党和人民事

业始终充满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
恩格斯说过：“一个知道自己的目的，也知道怎样达到这个目的

的政党，一个真正想达到这个目的并且具有达到这个目的所必不可

缺的顽强精神的政党———这样的政党将是不可战胜的。 ”正是因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顺应潮流，矢志奋斗，中国共产党才由小变大，
由弱变强，赢得时代，赢得未来，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1930年毛泽东在著名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中，针对

“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预言革命高潮即将到来———“它是

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

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

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如今，南湖红船已经变成了

新时代承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轮，正在驶向远方，乘风破浪，
朝着光辉的彼岸。
（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副会长）

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成为上海红色名片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初见成效

本报讯 （记者李静）记者从昨天

举行的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推进会上获悉，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自 2016 年 7 月在全

市启动以来，已取得初步成效。全市各

级、各部门、各单位积极投入，以“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上海”为主题，大力发

掘红色历史资源， 弘扬上海作为中国

共产党诞生地，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

远奋斗的坚定决心和精神面貌， 截至

目前，一批红色遗址遗迹得以修缮，一
批既有红色文化展示基地得以改造，
一批重大理论研究课题已启动， 一批

重点活动项目陆续开展， 一批红色文

艺作品崭露头角， 一批红色创意品牌

逐步形成， 逐渐在上海全体党员和广

大人民群众中形成了上海作为中国共

产党诞生地，是光荣之城、梦想之城的

普遍认知。
上海的革命遗址遗迹见证了中国

共产党的启航历程， 也铸就了这座城

的基底。 在党的一大会址纪念馆所在

的黄浦区， 很多党员常常作为志愿者

为市民游客讲解红色历史和故事，一

大会址周边规划设计出“红色一公里”
“品读南东建筑”等红色微旅行线路供

市民游客体验， 以红色史迹为主要内

容的微电影、舞台演出、书画作品层出

不穷……
市文广局等部门着力推进全市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和文艺创作， 根据党

史研究和文物保护相关资料， 梳理全

市 200 多处革命遗址系统， 即将出版

《上海市主要革命遗址分布图》； 筹建

两年的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上海革命

历史博物馆）目前已进入试运营阶段，
成为又一个红色文化展示、 传播新阵

地；大型交响合唱《启航》、《从石库门

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展、《从石库

门到天安门》 诗歌朗诵会等重点文艺

创作项目更是好评如潮，影响广泛。
一年多来， 上海媒体细心描画书

写上海红色基因的底色， 把上海作为

党的诞生地的光荣历史故事传递给更

多人，让光荣之城的形象深入人心，让
建党伟业的精神传承弘扬； 宣传报道

深入全面，围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的主题 ，推出 “建党历 程 ”
“申城先锋”“努力当好新时代排头兵

先行者”“守护党的精神家园” 等系列

专题报道， 组织策划建党百年重大主

题报道， 推出媒体迎接建党百年大型

活动等。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是全体

党员和市民的共同责任。 为了更好地

推进该工程， 目前本市已成立上海市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进小组，
由多个部门和单位的负责人组成，合

力协调推进工程建设。

2021年基本形成发掘保护和宣传教育体系
上海将从七方面重点推进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追寻革命

火种， 赓续红色血脉， 激励上海这座光

荣之城从感受苦难辉煌中坚定信念， 在

弘扬建党精神中开拓前进。 昨天举行的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

程” 推进会上， 本市确定了下一阶段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的努力方向。
未来， 上海将从发掘保护、 理论研

究、 新闻宣传、 文艺创作、 社会宣传、
教育培训、 红色旅游等方面重点发力，
确保到 2021 年建党百年之际， 党的诞

生地发掘保护体系和宣传教育体系基本

形成； 真正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成为上

海的红色名片， 成为城市文化软实力的

坚实根基； 着力把上海打造成为彰显建

党初心、 弘扬建党精神的红色高地， 使

上海作为中国革命和中国红色文化的总

源头， 与井冈山、 遵义、 延安、 西柏坡

一起， 共同组成中国红色文化的主脉。
党史研究等部门梳理发现， 上海共

有 657 处 革 命 遗 址 ， 现 存 440 处 ， 其

中 ， 与党直接领导相关的革命遗 址 有

456 处， 党的诞生地历史资源发掘保护

逐渐深入。 下一阶段， 本市将制定 《上
海市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利用条例》， 分

类梳理现存革命遗址遗迹， 统一规划、
管理、 宣传、 标识； 修缮、 开发、 保护

一批具有重要价值的革命史迹； 腾迁一

批目前居民居住且文物价值较高的革命

史迹； 积极筹建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

念馆”； 梳理形成上海红色历史资源目

录和专题数据库， 绘制红色历史资源地

图， 开发红色资源 App， 让革命遗址和文

物史实活起来。
在党的诞生地理论研究方面， 本市将

加强对党的创建史料及档案的发掘、 整理

和保护工作， 开展文本和影像资料的主题

征集工程 、 口述党史资料的专项征集工

程、 海外中共早期资料的集中收集工程；
集中研究红色资源开发和利用、 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 中国共产党 100 年、 中国共产

党人革命精神在上海等课题， 加强中国共

产党诞生地主题理论读物的编写出版和研

究工作； 同时， 成立党的诞生地红色主题

理论宣讲团， 建设红色理论教育阵地。
在新闻宣传上， 将在广播、 电视、 报

刊和网络新媒体推出系列报道 、 主题采

访， 制作播出一批纪念建党百年的重点电

视专题片、 纪录片； 推出广播电台特别专

题 《党 旗 下 的 回 响 ： 100 位 先 进 党 员 故

事》 和网络专栏 “红色上海———历史上的

今天”， 策划大型互动活动等。

创作丰富的文艺作品， 使建党故事和

精神力量入耳入脑、 深入人心。 将持续推

动 “党的诞生地文艺创作工程”， 重点做

好爱国主义题材、 重大革命和重大历史题

材的选题规划， 加强红色题材文艺作品的

选题孵化和研发， 确定一批反映上海作为

红色起点的创作选题； 通过本市重大文艺

创作组织推进机制， 在文学、 影视、 舞台

艺术、 美术、 群众文艺和网络文艺等六大

领域推出一批反映党的百年奋斗史的红色

题材文艺精品。
在社会力量参与宣传方面， 将综合运

用社会各界资源和力量， 在宣教活动中突

出红色文化， 强化凝心聚力， 在社会氛围

营造中突出红色元素 。 结合重大纪念活

动 ， 结合生产生活和开展群众性文化活

动， 精心打造一批群众喜闻乐见、 在全国

有影响力的社会宣传品牌项目。
在教育培训上， 申城将把红色文化革

命传统教育全方位融入思想道德、 文化知

识、 艺术体育、 社会实践等教育环节， 贯

穿于启蒙教育、 基础教育、 职业教育、 高

等教育、 继续教育、 党性教育各领域； 以

幼儿、 小学、 中学教材为重点， 构建上海

红色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课程 、 教材体

系， 编写上海红色文化幼儿读物， 推动高

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开设中国共产党创建史

和建党精神必修课。
本市还将规划推出一批专 题 研 学 旅

游线路 ， 着力打造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红

色文化旅游品牌 ； 依托全市爱国主义教

育 基 地 及 革 命 遗 址 、 遗 迹 等 红 色 资 源 ，
推动大中小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与红色文

化旅游相结合。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海”形象标识发布
本报讯（记者李静）鲜艳红底上，镶

嵌着党徽的石库门形象熠熠生辉，讲述上

海作为党的诞生地的历史和荣光。昨天召

开的“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

工程” 推进会上，“中国共产党诞生地·上

海”形象表达主题标识正式发布，未来将

广泛用于本市各地区、各部门开展党的诞

生地发掘宣传工作的环境布置和制作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用品。

主题标识由中国共产党党徽、 汉字

“上海”、 线条勾勒的石库门形象和文字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构成。红色的底色与

党旗一致，象征中国共产党广泛的群众基

础，以及上海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白色

线条勾勒出中共一大会址石库门图案，表
达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的主题，彰显中

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融入石库门

的“上海”两字，变身石库门的左右立柱，

表达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思想建党、 组

织 建 党 、 制 度 建

党 的 光 荣 历 史 ；
开 启 的 大 门 象 征

“海纳 百 川 、 追 求

卓越 、 开 明 睿 智 、
大气谦和” 的上海

城市精神。

建设好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进会举行

本报讯 （记者李静） 为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中共一大会址时的

重要讲话精神， “开天辟地———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 推进会昨天举行。 会议

通报了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启动一年

多来的推进情况， 部署推进下一阶段工程

实施的相关工作。
市委常委、 市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出

席会议并讲话。 他指出， “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 是贯彻落实中央和市委决策

部署的重大举措， 是为我们党铸魂塑魂、
立根固本的强基工程， 是擦亮上海红色名

片、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的重要工程。 要举

全市各方之力， 吸收全国力量参与， 通过

加强发掘保护修缮一批革命历史遗迹、 建

设重点纪念设施 ， 深入研究阐释建党历

史， 创作推出各门类红色主题文艺精品，
持续开展全方位立体式宣传教育活动， 生

动讲述好建党故事， 广泛传播建党精神，
努力把上海打造成建党历史资源保护高

地、 建党精神研究高地和建党故事传播高

地， 切实建设好、 守护好中国共产党人的

精神家园。 要加强统筹协调， 把准时间节

点， 确保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取

得实效。
自 2016 年 7 月上海启动 “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 以来， 全市各级、 各部

门、 各单位大力发掘红色历史资源， 弘扬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时刻不忘初

心 、 矢志永远奋斗的坚定决心和精神面

貌， 工程取得初步成效， 一批红色遗址遗

迹得以修缮， 一批既有红色文化展示基地

得以改造， 一批重大理论研究课题已经启

动， 一批重点活动项目陆续开展， 一批红

色文艺作品崭露头角， 一批红色创意品牌

逐渐形成。 下一阶段， 全市将以建党百年

为重大节点， 全方位推进实施 “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 确保到 2021 年， 发掘

保护体系和宣传教育体系基本形成， 研究

阐发、 宣传教育、 发掘保护、 传承发展、
传播交流等方面协同推进并取得重要成

果， 使中国共产党诞生地成为上海的红色

名片。
会上还发布了 “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上海” 形象表达主题标识。

中共一大会址外景。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一批红色遗址遗迹得以
修缮， 一批既有红色文化展
示基地得以改造， 一批重大
理论研究课题已启动， 一批
重点活动项目陆续开展，一
批红色文艺作品崭露头角，
一批红色创意品牌逐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