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大悬念贯穿
故事，展现一大批
革命先驱的“寻路”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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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唐闻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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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阴有时有小雨，中午前后转阴到多云 温度 :最低17℃ 最高24℃ 西北风4-5级，沿江沿海地区阵风6级，

傍晚前后转北到东北风3-4级 明天多云到阴 温度:最低17℃ 最高26℃ 东到东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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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年7月1日，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见
证下，《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
协议》由国家发展改革委和粤港澳三地政府在
香港签署，标志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式启动。
习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要求把这件大事办好

■从协议规划，到蓝图铺展。近4年来，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粤港
澳大湾区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成为推动“一国两
制”事业发展的生动实践，向着国际一流湾区和
世界级城市群的目标逐浪前行

湾区潮涌千帆竞
———写在《深化粤港澳合作 推进大湾区

建设框架协议》签署4周年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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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石库门到南湖畔 初心百年历久弥坚
———习近平总书记到过的红色圣地之上海浙江篇

■一百年前，13 名平均年龄 28 岁的中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寻
常巷陌的石库门内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断而转
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国共产
党万岁！”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原点，见证红色历史
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专程从北京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
嘉兴南湖红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
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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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抹穿越百年的红色激励我们乘风破浪
上海：结合人民城市建设生动实践，红色化作生产力向心力保障力

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

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

今年“五一”假期，中共一大纪念馆一

大广场试开放， 许多市民游客前往参观瞻

仰。高峰时每天接待逾1.1万人次。

星火百年燎原，初心历久弥坚。

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2017

年10月31日， 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央政治

局常委前往瞻仰。总书记久久凝视，动情地

说：“毛泽东同志称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的

‘产床 ’，这个比喻很形象 ，我看这里也是

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上海， 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红

色， 是我们的厚重底色， 是我们的责任使

命，更是我们的未来航标。

今天，我们重温红色足迹，不仅是要传

扬老一辈共产党人的如磐初心和血脉基

因， 更是为了激励自我， 牢记嘱托勇立潮

头，劈波斩浪奋进当下，让新思想引领新征

程，在人民城市建设的生动实践中，依靠不

懈奋斗，推进发展、改善民生。让这一抹穿

越百年的红色，不断展现新气象新面貌。

红色成了生产力
引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

“开天辟地的创造精神，引领着城市当

下和未来的建设！”浦东展览馆内一幅今昔

对比图，让75岁的冯就宜感慨万千。作为土

生土长的浦东人， 他见证了浦东开发开放

30年来的奇迹：昔日烂泥渡路的逼仄里弄，

蝶变为如今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高度萃

聚的陆家嘴。

上海中心大厦22层陆家嘴金融城党建

服务中心， 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综合党委

建立的楼宇党建阵地 。2018年11月6日上

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详细了解开展

党建工作等情况， 并希望上海在加强基层

党建工作上继续探索、走在前头。

两年多来， 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

党组牢记嘱托， 紧扣 “一流党建促一流开

发”， 党建成了扎扎实实的红色生产力，推

动楼宇治理迈入新格局， 更推动区域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 陆家嘴金融城内，285幢

商办楼宇每一幢就是一个“垂直社区”，“楼

事会”成了楼宇党建的新触角———将招商、

市场监管、 公安、 消防等政府职能整合其

中，需求精准匹配，诉求一口受理，问题一

条龙对接。 茛 下转第五版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为人民谋
幸福的历史。党的十八大以来，从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革命纪
念馆到西柏坡七届二中全会旧址，
从沂蒙老区到湘江战役纪念园……
习近平总书记的“红色足迹”遍及
大江南北。

即日起，本报开设“新思想引
领新征程·红色足迹”专栏，追寻总
书记的“红色足迹”，重温总书记的
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再现总
书记考察调研时的生动场景和感人
细节，反映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
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奋进当下的生动实践，深刻展现总
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重要思想，
深情展现百年大党团结带领人民群
众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

开栏的话

试开放的中共一大纪念馆一大广场。 本报记者 袁婧摄

■本报记者 顾一琼
见习记者 王宛艺

红色成了向心力
共建共治共享中生发暖意

红色成了保障力
让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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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 在复兴公园马恩雕像广场

前， 上海申康医院发展中心党委系统

的党支部书记、党外干部、团员青年代

表以 “微型党课+健康走读+竞赛答

题” 的形式， 用脚步寻访城市红色地

标，持续推进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此次以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

扬———红色寻根 学史力行”为主题的

微型党课走读教育系列活动， 也是申

康党委系统党史学习教育和 “永远跟

党走” 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的一项重

要内容。

“在党的百年非凡历程中，一代代

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搏、不懈奋斗，形

成了一大批伟大精神， 包括井冈山精

神、长征精神，以及伟大抗疫精神等。”

北京科教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王舒曦

老师通过生动的党史小故事， 让大家

领略 “两地一园”（即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 初心的始发地和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背后的精神力量。

15分钟的微党课， 在队员们心里

深深埋下一颗红色的种子。“在与新冠

病毒战斗的那段时间，我深刻感受到，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作为一名新

时代党员医务工作者， 我将坚守从医

初心、坚持生命至上，努力为患者解除

病痛。”上海市胸科医院心外重症支部

书记、体外循环亚专科主任郭震说。

在复兴公园周围不足1平方公里

的区域， 分布着10多处革命旧址、遗

迹，彼此步行可到，这个区域因此被称

为党的“红色源头”。上海的医务人员

就以《建党伟业》的故事主线为背景，

踏上寻访红色地标的旅程。

从中国共产党孕育地“老渔阳里2

号”， 到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伟

大征程的始发地中共一大会址， 再到

记录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峥嵘岁月的

中共二大会址，队员们通过AR实景导

航、拍照打卡、在线答题等形式，将珍

贵的红色故事一一串联， 将历史故事

与现实场景深度交融， 亲身感受共产

党人不惧生死， 为革命理想和民族复

兴而奉献的崇高精神。

申康党委表示， 本次活动旨在引

导团员青年进一步夯实马克思主义和

共产主义的信仰根基，传承党的光荣传

统、优良作风和革命精神 ，用实际行动

诠释“党旗所指就是团旗所向”，在推

动市级医院高质量发展中不断创造

新奇迹 、展现新作为 ，彰显党史学习

教育的特色成果，以优异成绩庆祝建

党百年 。

电视剧《中流击水》央视热播
全景再现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发展壮大的历程

“曾记否， 到中流击水， 浪遏飞

舟？” 剧名取自毛泽东的 《沁园春·长

沙》， 由中宣部指导、 部署， 中央广

播电视总台出品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

剧 《中流击水》 5月15日晚在央视一

套开播。

1921年， 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

共一大代表在上海的石库门酝酿 “开

天辟地的大事变”； 会议被迫中断而

转移， 直到嘉兴南湖的一叶小舟上发

出铿锵有力的声音： “中国共产党万

岁！” 中国共产党这艘 “红船” 一启

航， 便一路搏击风浪、 冲破险滩， 在

时代激流中寻找到中国革命的正确航

向， 破浪前行。

电视剧 《中流击水》 便是借 “红

船” 意象， 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

命走向胜利写传。 该剧从原点出发，

全景式再现1919年到1928年这十年

间， 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发展壮大

的历史进程 ， 劈波斩浪的艰难与辉

煌、 光荣与梦想。 该剧以历史逻辑剖

析中国共产党被历史和人民选择的必

然， 以共产党人的奋斗初心照见 “红

船精神” 的内涵和价值。

以毛泽东为主
要视角，回望中国
共产党的初心

故事从1919年讲起。 3月的北京

站 ， 青年毛泽东终于追上同学 ， 赶

上了驶往上海的列车 ， 在那里 ， 他

即将为赴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送

行 。 列车车厢里 ， 同学与青年润之

之间有组对话开宗明义 ， 既点出人

物的初心 ， 也凝练着全剧核心———

一切为了国家 ， 一切为了人民 。 中

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就葆有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 、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

列车上 ， 同学问毛泽东 ， 缘何

不同去法兰西 。 青年润之答 ： “我

们当然要有人到国外去 ， 看看新的

事物 ， 学习新的道理 ， 研究一些有

用的问题 ， 把它们带回来改造我们

的国家 。 但我们也要有人留在自己

的国家， 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同

学又问， 为什么偏就是你要留下来。

润之又答 ： “关于自己的国家 ， 我

认识的还是太少了 。 我之所以不去

法兰西想留在国内 ， 就是想好好地

了解我们自己的国情 ， 好好地考察

我们当下社会的状况 。 我们一半同

学留洋 ， 一半同学留在国内 ， 两头

都占上了， 那是多好的事情！” 言辞

间 ， 毛泽东指着自己适才赶路时跑

丢鞋的脚， 打了个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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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觉醒年代》主创
昨走进复旦大学

同青年学子分享
创作心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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