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推出情景党课
10月将在静安区主要红色场馆推开系列“党课 ”

本报讯 （首席记者顾一琼）经过数

月精心打造， 一场特别的情景党课 “印

迹”昨天在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推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静安区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为贯

彻上海市“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进

一步发掘红色基因、讲好红色故事、传播

红色文化， 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发挥

场馆优势， 以伟人足迹为主题串联起静

安区的红色场馆，通过文旅融合的形式，

扩大红色文化宣传的覆盖面与参与率。

此次，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联合

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暨刘

长胜故居、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

纪念馆、 中共淞浦特委机关旧址陈列

馆、上海蔡元培故居陈列馆、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修缮中），挖掘现

有红色场馆的教育内涵， 打破以往传统

的讲解和授课模式， 打造适应新时代新

要求的情景党课创新项目。

情景党课运用“党课+”模式，体现浸

入式体验互动，围绕历史片段、事件、人

物展开。 在形式上融入视频、音频、手机

互动游戏等技术手段，导入仪式设计、人

物演绎、戏曲引入、戏剧表演、朗读互动

等表现形式，让参与者耳目一新。

情景党课计划于今年 10 月在静安

区主要红色场馆中全部推出，除了上海

毛泽东旧居陈列馆的“印迹”外，还有多

个系列情景剧在多个场馆试运行 ：比

如，刘长胜故居陈列馆的“印痕”情景党

课，通过荣泰烟号、永不消逝的电波、丰

记米铺和公啡咖啡厅等场景故事及通关

游戏，感受地下工作者大智大勇的大无

畏精神和上海解放的不易， 感悟 “信

仰” 的含义。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回望原点牢记初心
声声誓言始终铿锵
各界党员代表在中共一大会址重温入党誓词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昨天上午 8

时，以“信仰、奋斗、忠诚———共产党员

的初心和使命”为主题的重温入党誓词

仪式在兴业路 76 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举行。 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从四面

八方赶来的党员代表们誓言铿锵。

在现场，有三位共产党员将他们的

入党故事娓娓道来。年届九十高龄的交

响诗 《红旗颂》 创作者吕其明依旧对

1945 年 9 月发生的事情印象深刻 ：彼

时，一名才 15 岁的文工团小战士，军装

上的硝烟还未散去， 耳畔依旧充斥着

枪林弹雨，但面对鲜红的党旗，他举起

右手， 眼神中却是一股坚毅———战火

的洗礼与考验， 铸就了吕老对党和人

民的忠魂。

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回

忆起三十年前初到社区工作时的情景，

依然十分清晰：刚入职场，朱国萍就陷

入“白天搞卫生，晚上摇摇铃”的选择困

惑；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在火热的社

区工作中淬炼出了对社区治理的热情。

从一名普通的社区工作者到全国人大

代表 ，社会身份几经变化 ，但朱国萍

始终谨记为民初心 ： “只有你迎难而

上 ，百姓才会不掖不藏 ；只要你敢为

民代言 ，百姓就会跟你吐露心声 。 ”

中国科学院量子光学重点实验室

博士董功勋是一名 90 后党员。 从原子

钟的性能优化， 到如今的量子科研工

作，董功勋始终保持着一名年轻党员积

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他的心里一直深藏

着一个朴素愿望———攀登科学高峰，早

日将中国研发的原子钟卫星送上天 ，

让中国北斗造福全人类。 肩负着前人

的期望， 董功勋说：“要走出一条属于

中国的科研之路，从‘望其项背’到‘独

领风骚’。 ”

虽然三位党员的出生年代不同，从

事的也是迥然而异的工作， 但回想起当

初入党时的心情，他们依旧心潮澎湃。而

在党旗下的声声誓言，始终铿锵有力，因

为那是他们毕生唯一的崇高志愿。

活动结尾时， 党的十九大代表、上

海市实验小学校长杨荣带领现场党员进

行集体宣誓，重温入党誓词，进一步激励

广大党员在新时代立足本职岗位、 奋发

有为，在各行各业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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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静

安区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核心区

域， 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地、 革命领袖

足迹地、 早期中共中央机关聚集地、

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诞生地、 群众运

动策源地。 昨天， 静安区梳理区内红

色足迹后， 宣布启动实施 “红色遗址

保护、 红色基因传承、 红色品牌打造”

三大行动， 把红色历史保护好、 红色

资源利用好、 红色传统发扬好、 红色

基因传承好， 迎接建党 100周年。

2021年前完成重点场
馆修缮

根据重点场馆修缮保护工程计

划， 静安区将于 2019 年至 2021 年期

间做好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彭

湃烈士在沪革命活动地旧址的场馆筹

建工作； 完成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

修缮提升工程； 配合市公安局做好中

共中央特科旧址陈列馆筹建工作。

与此同时， 针对区内一批具有代

表意义的重要革命遗址， 静安区开展

建档立牌工程 ， 建立二维码导览设

置， 统一标识、 完善内容； 进一步提

升区内各红色场馆的展陈水平， 积极

运用高科技手段和创新性方法， 推行

平面、 立体、 动态、 表演等相结合的

多维展陈， 把红色资源开发好、 利用

好， 更好地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宣传

和相关史料研究。

与长三角地区党史类
博物馆联动

立足场馆现有史料， 静安区以课

题项目为抓手， 通过细化梳理和深入

挖掘， 继续设计开发一系列具有互动

性、 感染力的特色宣教项目， 将红色

资源转化为看得见、 摸得着、 感受得

到的动人瞬间， 让观众可听、 可视、

可参与， 见物、 见人、 见精神。

为了充分整合现有党史资源， 静

安区加强与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市

委党史研究室、 军事研究机构、 高等

院校等的协作联动， 成立“早期中共

中央机关在上海研究会”， 重点对静

安区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的核

心区域， 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诞生地、 群众运动策源地的

历史定位进行研究， 激发区内红色历史学术研究的活力和

潜力。

静安区还将创新载体，做好红色文化传播。 比如，加强与

中共一大会址、中共四大纪念馆、陈云纪念馆等各类场馆的联系

合作，通过共同研讨、联合办展等方式，促进全市乃至长三角地区

党史类博物馆、纪念馆联动，推动红色文化资源开放共享。

发挥融媒体作用优势， 推出红色课堂等专栏

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地、革命领袖足迹地、早期中共中央

机关聚集地、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诞生地、群众运动策源地，

静安区将发挥“五地”资源优势，打响特有的红色文化品牌。

据了解， 静安区还将进行党章课题研究， 开展党章专题研

讨， 系统整合静安区独有的红色资源。

此外， 静安区教育局将牵头抓好在校青少年红色文化传

承， 结合主题教育、 社会实践、 学科教学等教育教学活动，

形成具有静安特色的红色文化育人模式； 静安区总工会将把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打造成全区、 全市乃至全国

工会干部教育培训基地； 静安区妇联则联动中共二大会址平

民女校， 建立妇女培训及活动平台， 开发课程资源， 组织区

域内的最美家庭开展 “红色文化之旅”。

发挥融媒体作用与优势， 推出红色课堂、 热点报道、 微

党课等专栏， 也是静安区利用好区内丰富红色文化资源的重

要途径。 据悉， 静安区正在开发市民喜闻乐见的互动 H5，

吸引更多市民浏览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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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青年学生更好树立文化自信
本报讯 （记者朱颖婕） “我们常

说， 人活在世上， 不能没有一点精神……

什么是一个国家 、 一个民族的灵魂 ？

那就是文化！” 昨晚， 在聚光灯下， 上

海戏剧学院退休党员教师舒蓉用一段

掷地有声的朗诵拉开了这堂献礼中国

共产党成立 98 周年的 “戏剧党课 ”。

伴随着舞蹈、 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在

舞台上的切换， 一所高等艺术院校以

崭新的形式， 展示了更多在校师生对

于文化自信的理解和坚持。

作为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

“伟大工程 ” 系列示范党课之一 ， 上

戏结合正在校内探索的课程思政教育

教学改革， 精心打磨出一堂别开生面

的 “戏剧党课”： 在 “说理” 的同时 ，

结合情境模拟 、 氛围营造等艺术手

段 ， 进一步增强课堂的感染力和说

服力 。

这堂党课的四个章节共配备了约

10 组主讲人， 其中既有来自上戏的退

休党员教师、 戏剧表演艺术家 ， 也有

如今活跃在课堂和舞台上的中青年党

员教师和大学生党员 。 “老中青 ”

三代同堂 ， 共同阐述对中国共产党

初心与使命的理解， 并通过演绎大型

舞剧 《红》、 舞蹈 《茉莉芬芳》、 红色

家书情景朗诵剧等学校近年创作的优

秀作品， 生动展示上戏师生丰富多彩

的课堂实践。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 ， 中华民族

有着强大的文化创造力。 每到重大历

史关头， 文化都能感国运之变化 、 立

时代之潮头、 发时代之先声 ， 为亿万

人民、 为伟大祖国鼓与呼。” 上海戏剧

学院党委书记谢巍表示， 正因为文化

肩负这样光荣的使命， 所以学校在人

才培养过程中， 更要旗帜鲜明地弘扬

文化自信 ， 并结合自身的专业特长 ，

为更多青年搭建更多成长的平台 ， 助

力他们更好地树立文化自信 、 传播好

中国优秀的文化作品。

上海戏剧学院推出“戏剧党课”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近90岁汤钊猷与90后预备党员共话入党初心
跨越半世纪，对医学的精益求精，对病人的极端负责，从未改变

“我是一个年将 90 岁的老人，有幸亲历

中国由屈辱到振兴的历程。 我亲历过落后挨

打、民不聊生的过往，也亲眼见证了祖国站

起来、富起来。 我深深体会到，只有中国共产

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

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昨

天，肝癌治疗名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汤钊猷

走上了讲台。

在中国共产党 98 岁生日之际， 他要分

享的是一位老党员的心声。 而在这堂复旦大

学附属中山医院举行的特殊党课上，和年近

90 岁、有 60 年党龄的汤钊猷院士对话的，是

一位 90 后预备党员———两位 “90”，代表中

山医院党龄最长、最短的党员，共话“初心”。

这场“时空对话”拉开中山医院纪念建

党 98 周年的序幕。 回望入党初心、 从医誓

言，听者感慨：跨越半世纪，对医学的精益求

精，对病人的极端负责，从未改变。

入党后，他认定“这一生
要救死扶伤”

对 89 岁的汤钊猷来说， 今年是 “特别

的一年”： 70 年前， 他进入医界， 与新中国

同龄； 60 年前， 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 50 年前， 他开始从事肝癌临床与研究；

40 年前， 他带领的团队开始在国际医学界

占据一席之地……

“初心” 二字之于汤钊猷 ， 历经了半

个多世纪的淬炼。

回望半世纪前初涉肝癌医治领域时 ，

那还是一条少人问津的路， 路的两旁是挣

扎在死亡线上的患者们。 身为医者， 汤钊

猷彼时的初心就是两个字———救命。

汤钊猷 1954 年毕业于上海第一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在毕业后长达 10

年的时光里， 他从事血管外科研究。 直到

1968 年，因国家需要，汤钊猷“改行”研究肝

癌。这是一个怎样的起点？1971 年，有外国学

者收集全球 1905 至 1970 年间生存 5 年以

上的肝癌病人， 结果只找到 45 人……人类

对肝癌研究近百年，效果很不理想，“不治之

症”“癌王”是时人对肝癌的定义。

汤钊猷就这样起步了， 他扎进肝癌临

床研究， 终于在 20 世纪 70 年代带领一个

小组解决了肝癌早期治疗的关键问题 ， 正

是他的一系列工作， 使肝癌由 “不治之症”

变为 “部分可治之症 ”。 尤其是他提出的

“亚临床肝癌” 概念， 被国际肝病学奠基人

汉斯·波珀称为 “人类认识和治疗肝癌的重

大进展”。 他因小肝癌领域的研究， 于 1979

年荣获美国纽约癌症研究所 “早治早愈 ”

金牌。 此后， 他成为 15 届、 16 届国际癌症

大会肝癌会议主席。

40 年时光荏苒， 他白了头发， 也终于

看见患者的生存期从 5 年延长到 10 年、 20

年、 30 年， 大量患者存活至今。 回望与肝

癌搏击的大半生， 他说 “入党是一生重大

转折”。 昨天， 老先生还专门翻出了自己当

初手写的入党誓言。 在 “努力学习马列主

义和毛泽东思想”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两句话下， 他画下了着重线。 “因为入党，

我立志努力学习， 报效国家； 立志努力工

作， 为国争光， 认定了这一生要救死扶伤，

攻坚克难。” 汤钊猷说。

医生的初心，就是“做任
何事情一定要使病人受益”

时代变迁， 医学迅速发展 ， 医者们是

否初心不变？ 90 后青年医生倪响去年光荣

地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她回忆， 刚进中山

医院临床病理基地时， 对临床病理的每项

工作都充满热情， 但时间久了， 每日重复

的工作让她渐渐失去了前进方向， 一度感

到迷茫。

“那些从事病理工作几十年的老师 ，

为何总能专心致志看片子、 耐心关注患者

病史中的每个细节 ？” 她在思考中找寻初

心， 为了追求进步， 她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18 年 12 月 28 日， 倪响光荣地加入

中国共产党， 确立了人生的新坐标。 “人

的一生始终有种力量推动成长， 这种力量

让我们在迷失中找回方向， 那便是初心。”

倪响说。

确实， 人生总有 “低谷时刻”， 即便后

来成为医学大家的汤钊猷 ， 也曾经历过

“瓶颈期”， 曾经 “失败过 78 次”。 但即便

如此， 他依旧勉励后学： 迎难而上！

“发展是硬道理， 这是被改革开放 40

年的实践所证明的。 而对医生而言， 提高

患者的疗效就是硬道理。 我们做的任何事

情一定要使病人受益。” 汤钊猷说， 这也应

成为当下所有医者的 “初心”。

“在一切为了病人”的道
路上星夜兼程

在取得了许多非凡成就后， 医者如何让

自己始终保持一颗“初心”？ 站在医学巅峰的

这位老者给出的回答是，他的心中仍有牵挂。

在给年轻人上党课时，汤钊猷展示了的

一张 PPT，定格在一张新闻图片上，标题为：

“一辆小汽车，一盒靶向药，吃 20 天”。 这一

新闻事件说的是一对父母决定卖掉家里的

小汽车，一辆车换一盒药，而对白血病复发

的孩子来说，这盒药吃不到 20 天。

“我们依旧面临看病难、看病贵、看好病

的问题，我们的医学如何惠及 14 亿人口？ 需

要我们继续拿出高精尖新、多快好省的治疗

办法。 ”汤钊猷提醒后辈，今天的医者仍要

“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在一切为了病

人”的道路上星夜兼程，须臾不能松懈。

“作为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医院，

中山医院拥有优良的传统和许多医学专家

共同孕育的精神财富。 ”对身处新时代的医

学路上“追梦人”，汤钊猷鼓励送给后学两句

话：“严谨进取、放眼世界、锲而不舍、振兴中

华”“需求出发、中国特色、和谐包容”。 他强

调，一切临床研究务必由“SCI（论文 ）出发 ”

转为“需求出发”，一切为了患者！

昨天，中山医院党委委员、支部书记、党

员代表共 200 多人聆听了这堂特殊党课。 院

方表示，此次两位“90”的对话，既是对建党

98 周年的纪念，也是提醒全体医生传承中山

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在党旗下的声声誓言， 如今听来依然铿锵有力。 蔡维帅摄

申城万名学子唱响《我和我的祖国》
本报讯 （记者张鹏）“我和我的祖国，一

刻也不能分割……”昨天一早，本市 16 个区

近万名中小学生参加“同升国旗，同唱国歌”

的主题升旗仪式， 师生们用歌声抒发对祖国

母亲的热爱。

昨天一早， 静安区师生在中共二大会址

纪念馆，举行了一场特别的升旗仪式。在雄壮

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高高飘扬，师

生们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武宁路小学， 千余名学生把歌声和祝

福送到了祖国的各个角落！该校三（1）飞翼中

队的谭皓轩在学校和父母的支持下， 已经成

为库布其沙漠的穿越者， 还攀登了喜马拉雅

山。 今年暑假， 谭皓轩又将开始新的研学之

旅———去北京天安门广场观看升旗仪式，庄

严地敬一个标准的队礼， 表达自己对祖国母

亲的热爱和敬意。

今年， 全市各中小学充分利用音乐 （艺

术 ）课、班队会 、午会课等时间 ，组织学生学

好、唱好国歌，了解国歌的历史和精神内涵等

一系列德育活动。同时，各学校还以校园歌唱

比赛等形式，开展爱国主义歌曲传唱活动。

据悉，今年暑期，上海百万学子将穿越历

史的风云 ，沿着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开启

“上海市百万学子巡访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之

旅。师生们将在实践感悟中厚植红色基因、抒

爱国之情、强报国之志。 宝山区杨行镇用《我和我的祖国》燃情快闪，抒发对祖国母亲的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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