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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可爱的中国”，用信仰灯塔照亮前行之路

信仰是人类最基本 、 最深刻的
思想认知和精神活动现象 。 对马克
思主义的信仰 ，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
主义的信念 ， 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
魂 ， 是共产党人经受住各种考验的
精神支柱 。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
历程正是无数共产党人孜孜不倦追
求信仰的过程 。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
教日月换新天

86 年前的中国 ，内忧外患 、遍地
狼烟。 他坚信，“中国一定有个可赞美
的光明前途”，呼唤国人，“从崩溃毁灭
中，救出中国来”。他畅想，“到那时，中
国的面貌将会被我们改造一新。 到处
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
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
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
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
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
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
地！ ”

在阴暗的监牢里， 他用敌人劝降
的纸笔撰写了《可爱的中国》《清贫》等
不朽篇章。 “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
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 ”“共产党
员———这是一个极尊贵的名词， 我加
入了共产党，做了共产党员，我是如何

的引以为荣呵！ 从此，我的一切，直至
我的生命都交给党去了” ……掷地有
声的誓言彰显了他对祖国的无私大
爱、对党的绝对忠诚、对马克思主义信
仰的坚定执着。

他就是方志敏。 他为中国共产党
人留下了“爱国、清贫、创造、奉献”的
宝贵精神财富，他是共产党人守初心、

担使命的杰出代表。 习近平总书记曾
多次讲述方志敏的故事， 也曾多次读
他在狱中写下的 《清贫》。 总书记说，

“每次读都受到启示、受到教育、受到
鼓舞。 ”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
希望，国家有力量

在信仰的荒漠上立不起伟大的民
族，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靠全民族的
坚实信仰来支撑和推动。一个民族可以
贫穷、可以暂时落后，但是它绝对不能
失去信仰。正是有了千千万万胸怀坚定

信仰的中国人，推动中国历史上最为波
澜壮阔的社会变革，才绘就了方志敏烈
士畅想的中国未来的美好画卷。

恩格斯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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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中国共产党确立实现共产主义为党的
最高理想， 奠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
理论， 指明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
同理想， 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守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人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境
界。 正是因为有崇高信仰和远大奋斗
目标， 中国共产党由建党初期的几十
人发展成为一个有 9191 万多名党
员、468 万多个基层党组织、在 14 亿
人口的大国长期执政的大党， 践行初
心使命、 勠力奠基立业、 奋进开辟未
来，取得了一个个辉煌的成绩。正是因
为有崇高的信仰，找到了最大公约数，

画出了最大同心圆， 凝聚了最大向心
力，才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组织
起来，经受住了一次次挫折，战胜了无
数个困难，从百年沉沦到百年复兴，从
苦难走向辉煌，从“东亚病夫”嬗变为
“东方巨龙”， 使中华民族巍然屹立于
世界民族之林。

心有所信，方能行
远，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是每个党员
的庄严承诺。面对纷纷扰扰的社会，一
些党员、 干部走着走着， 就背叛了信
仰、抛弃了信念、丢失了初心，甚至坠
入贪腐深渊。坚定信仰信念信心，不能
空喊口号，一定要同实际相结合。要把
理想信念时时处处体现为行动的力
量，使信念在实践中得到磨炼，进而在
实践中得到深化和巩固。 要学思践行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注重解决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坚持
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
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真正做到对
马克思主义虔诚而执着、至信而深厚。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心有所信 ，

方能行远。面向未来，走好新时代的长
征路，我们更需要坚定理想信念、矢志
拼搏奋斗。 ”“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擘画了中国未来发展的
新蓝图。新的万里长征路，不可能是唱
着歌、跳着舞、敲着锣、打着鼓一帆风
顺、一路轻松走完，注定是波涛汹涌、

充满挑战。 化解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的影响、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
形势的掣肘、完成各项紧迫的改革发展
稳定任务， 都是必须答好的历史考卷、

人民考卷、时代考卷。 风华正茂的百年
大党，正以青春之政党，引领青春之国
家、青春之人民、青春之民族高歌猛进、

行稳致远，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的伟大征程中开辟新天地、创
造新奇迹。

周敬青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中心特聘研究员、 上海市委

党校教授）

100多年前，这群有志青年从上海起航
踏上追寻真理的新征程

纪录片《留法岁月》重温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1919 年至 1920 年， 在中国共产党诞生前夕， 中国大地掀起了一股赴法勤

工俭学的热潮， 一批批有志青年为探求救国救民道路远渡重洋。 几十年后， 他

们之中出现了新中国总理、 元帅、 改革开放总设计师、 核物理科学家、 文学

家、 美术家、 音乐家……这就是影响深远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近日在中央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播出的纪录片 《留法岁月》 重温了这段难忘

的历史———从 1919 年 3 月到 1921 年 1 月， 先后有 1800 多名中国青年乘船到

达法国， 开始了勤工俭学的旅程。 而他们踏上寻求真理新征程的起点， 就在黄浦江

畔。 据史料记载， 1919 年 3 月 17 日， 第一批 89 名由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乘

坐邮轮在汇山码头起航。 随后， 又有多批中国学生先后从上海起航。 这之中， 包括

陈延年、 陈乔年、 周恩来、 邓小平、 王若飞、 刘伯坚、 陈毅、 李维汉、 李富春、 蔡

和森、 向警予、 李立三、 聂荣臻等。 作为新民学会的发起者和领导人， 毛泽东对该

运动非常重视， 曾亲临上海为赴法学子送行。

黄浦江畔，中国青年学子海路赴法勤工俭学的首航地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苏智

良告诉记者，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轫， 要从 1912 年在北京成立的留法俭学会说

起。 该学会鼓励青年们以低廉的费用留法， 目的是 “输世界文明于国内”。 当时担任

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大力赞同， 但到 1914 年受袁世凯政府的阻碍， 被迫停办。 此后李

石曾等尝试在巴黎华工中进行工?求学， 1915 年发起组织勤工俭学会。 1916 年， 华

法教育会在巴黎成立， 并在中国各地设立分会。

当时， 除华法教育会之外， 全国各地也有一些独立的社团组织致力于推动赴法

勤工俭学， 新民学会就是其中代表。 根据虹口区档案局、 虹口区委党史办的研究，

华法教育会成立初期， 工作重心仍是华工教育， 并未力推青年学生赴法。 随着新民

学会发起者毛泽东等人在北京的积极活动， 大批湖南青年抵达北京、 保定， 华法教

育会加快了建立赴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步伐。 至 1919 年， 北京、 保定、 上海、

成都等地相继设有留法预备学校 20 ?所。

“留法俭学会” 和 “勤工俭学会” 均不设立在上海， 为何这里会成为赴法勤工

俭学青年们的海路出发地 ？ 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分不开 。

开埠后的上海华洋杂处 ， 得风气之先 ， 以海纳百川 、 兼容并蓄的广阔胸怀吸引

了众多渴求新知识新生活的青年在此学习和生活 ， 成为西方先进知识和思想在

中国登陆和传播的第一站。 同时， 濒江临海的地理位置也造就了码头众多、 航运

发达的有利条件。

据统计 ， 在当时赴法勤工俭学生中 ， 湖南 、 四川

两省所占人数最多 。 第一批赴法的湖南勤工俭学生罗

学瓒曾在 1918 年 10 月 16 日写给祖父的信中说 ， 推

动湖南学生赴法 ， 毛泽东 “出力最多 ， 才智学业

均为同学所佩服 ”。

毛泽东不仅为赴法勤工俭学组织预备班作出

了很多贡献， 还曾到上海欢送赴法学子。 比如，

他于 1919 年 3 月到上海欢送第一、 第二批赴法

学生， 分别参加了在静安寺路 （今南京西路）

15 号会所和法国公董局大厅召开的环球学生

中国会欢送会。 根据毛泽东年谱记载， 同年

12 月， 毛泽东从武汉至上海， 准备为蔡和

森、 向警予、 蔡畅、 蔡母等送行， 后由于

启程时间推迟 ， 不便久待 ， 先行离开上

海。 1920 年 5 月 8 日， 毛泽东和即将赴

法的新民学会会员在上海半淞园举行送

别会， 次日， 这批会员乘坐 “阿芒贝尼

克号” 前往法国。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

刚表示， 当年赴法勤工俭学的学子们在

欧洲接受教育后， 与国内先进分子不约

而同都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出

路问题，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是中国共产

党创建史上的重要一页。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上承新文化运

动， 下接中共建党， 是中国革命史、 教育

史中的一座丰碑。” 苏智良认为， 上海作

为留法勤工俭学生汇聚地、 出发地和返回

地， 发挥了独特作用。 “这是一座富矿，

涉及到的码头、 学校、 旅馆等是重要的红色

文化载体， 亟须全面调研， 整体规划， 进行

系统的保护与展示。”

■本报记者 李婷

“出力最多”，毛泽东曾
亲临上海为赴法学子送行

朱国萍：一辈子热辣干劲，对党赤诚为民担当

31年，这位“小巷总理”将自己牢牢“钉”在基层一线，“包揽化解”家长里短，
解决居民急难愁盼，探寻高质量“为民代言”，为社区治理培育硬核“后浪”———

一碗微辣嗦粉， 这就是长宁区

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朱国萍的一

份再寻常不过的工作午餐。

说是微辣， 旁人边吃边直灌凉

水， 满头大汗。 年逾六旬的朱国萍却

食得惯常： “习惯了， 年轻时上山下

乡在农场， 没啥菜， 就用辣酱下饭。”

年轻时的 “将就”， 经年累月，

也就成了习惯， 这大半辈子下来， 不

仅吃辣的喜好丝毫未变， 就连行事

“风风火火、 热辣辣” 的风格也是远

近闻名。

31年， 朱国萍将自己牢牢 “钉”

在了社区基层一线， 这个最有养分

的土壤里， 从起初 “包揽化解” 各

种鸡毛蒜皮、 家长里短， 到雷厉风

行解决居民眼前桩桩件件的急难愁

盼， 再到不断探寻高质量 “为民代

言”， 以及当下借由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主动迈出步伐为社区治理培育更

多接班人……

外人眼中 ， 她 ， 小小的个头 ，

热情满满， 似乎内里有台永动机， 始

终有着一股子用不完的劲儿， 全年

无休。

而朱国萍自己心里清楚： 自从

三十多年前， 面对鲜红党旗， 举起

右手， 庄严宣读入党誓词的那一刻

起， 自己这一份 “热辣辣” 的干劲

就要完全奉献给党的事业， 对党赤

诚、 为民担当。

初心使命就是：小事不
能放，大事难事更要顶得上

“书记， 社区这么多事， 我怕应

付不过来……”

“不能回避不能躲， 越躲事情越

多。 党员就是旗帜就是先锋， 就要

冲在前！”

31年前， 刚从农场回沪的朱国

萍梳着两条麻花辫进居民区报到。 起

初， 面对里弄居民抛来的各种烦， 没

有经验的她多少有些乱了阵脚。

但彼时老书记的这句话， 让她

定了神， 有了方向和力量。 于是， 这

个正值最好年华的姑娘， 麻利地剪去

了自己两根长辫子。 “当时就想着：

一来干活方便， 二来给人感觉也长

点威严。” 朱国萍这样笑着回忆。

就这样 ， 朱姑娘逐渐成长为

“不怕事、 不避事、 能干事” 的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 三十多年来， 就这

样穿街走巷， 带领居民区党总支班

子和居民们一起解决了一桩桩一件

件民心工程、 实事工程。

上世纪90年代， 下岗潮的那几

年， 朱国萍 “钻天打洞也要为居民

解决饭碗问题”， 顺利为社区286人

解决了再就业； 前些年， 旧房改造

日子里 ， 她极力促成 “三水一气 ”

同步工程， 遇上卡点撸起袖子亲自

上阵， 最终令居民们频频点赞； 近

些年， 她鼓励居民党员真名实姓亮

相社区， 亮出各自资源助力社区志

愿服务； 更与时俱进， 推进社区停

车位改造， 文明养宠， 垃圾分类等

工作， 让居民们的社区生活有了宽

宅阔院的品质和舒坦。

大是大非面前 ， 她敢于亮剑 ；

大事难事面前， 她敢于担当， 更在

关键时刻顶得上去。

三十多年来， 朱国萍以作为换

来民心， 换来了居民口中尊重又亲

切的一句 “朱书记”。

初心使命就是：时时有
进步，更从未走过样

在虹储居民小区， 伫立着一块

“感恩石”。 这是当年在老房改造中

得实惠的众多居民自发捐赠给社区

的。 每年 “七一” 前后， 总会有居

民自发来此， 自带刷子和颜料， 将

感恩石上的字一遍遍描红。 十多年

过去了， 虽经风吹日晒， 感恩石上

的字迹却始终红艳艳、 簇簇新。

同样没有变的， 是居民身边的

朱书记。 三十多年来， 这位始终扎

根一线的 “小巷总理 ”， 多次受到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会见 ， 得到点

赞， 也在全国两会期间走上人民大

会堂的代表通道， 生动讲述来自社

区基层的鲜活故事 。 但回到社区 ，

她依旧是一件工作外套， 习惯了翻

卷袖口， 只要居民喊一声就应得响

亮， 还原最本色的工作状态， “随

时撸起袖子就能加油干”。

“党员是否称职， 党组织有没有

声望， 就看为民办事是否办到了居

民心坎上。” 这些年， 荣誉加身的朱

国萍， 始终抱着 “归零” 心态不断

自我学习，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 在

实践中拿出新思路新方法， “老先

进没有老本可吃， 弄不好同样会掉

队， 要对照新标准才能更先进”。

她带领党员干部不断学习党的

创新理论和思想， 从中找到解难纾

困的路线图， 汇聚起社区党员群众

齐心奋进新时代的强大力量， 也让

党组织始终保持旺盛生命力。

近些年， 利用设立于街道的基

层立法点这一直通全国人大常委会

法工委的立法平台， 她和居民们一

起认真收集意见， 讨论相关法律条

款 ， 从实际出发尽力为立法提出高

质量的建议。 法治理念浸润了社区，

大家依法自治共治， 有力推动了生

活垃圾分类 、 楼组建设等工作 。

初心使命就是：心里坦
荡荡，在日复一日的踏实感
中成就自我

安顺路281号， 紧贴着虹储小区

的大门口， 也挨着车水马龙的主干

道，这里正是“萍聚工作室”。这两年，

从居民区书记岗位上退下来的朱国

萍，退休不退岗，将试验田“开垦”在

了社区基层一线。 设立工作室的初

衷，就是培养“后浪”。

依托工作室这个平台，朱国萍将

她在社区奋斗30年的经验和心得倾

囊相授， 同时集聚了一批专家资源，

精心设计并开展“社区治理与居民自

治”“自治项目的管理与运作”“社区

工作领导力”等系列课程，以“言传”

结合“身教”带教更多社区干部和年轻

骨干。帮助他们明确居民自治依据，开

拓自治空间，构建自治框架，创新自治

路径， 巩固自治成果， 让更多新时代

“小巷总理”拔节而生，更将“全过程民

主”理念贯穿于新时代社区治理中。

这个沿街的质朴工作室， 被授牌

为基层立法联系点联络站， 也成为展

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优势、 讲好

中国民主法治故事的最生动窗口。近

年来， 这里先后接待了24批海外考

察团， 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民主与法治的独特优势。

由此， 一方小社区有了更大视

野、更大格局。“边学边做，边做边创

新”。日复一日的踏实感，朱国萍很是

看重：“只有把每件事都做好做踏实

了，初心自然忘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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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顾一琼

朱国萍（左二）与同事在虹储小区内巡视时与居民沟通。 本报记者 陈龙摄

人物小传
朱国萍，1957 年 11 月出生，1990

年任长宁区虹桥街道虹储居民区党支部
书记、居委会主任，1998 年至 2018 年
5 月任虹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现任上
海市长宁虹桥萍聚工作室党支部书记、

负责人，上海市居村协会会长。

她先后当选党的十六大、 十七大代
表，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代
表。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道德模范、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优秀社区工作者、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兵等称号。 现代沪剧《小
巷总理》正是以她为原型创作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