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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鸣

[改革先锋]

上周六，上海市“改革先锋进校园”主题宣讲活动在复
旦大学举行。面对现场近500名师生，作为“改革先锋”代
表，基础教育优秀教师于漪、“抓斗大王”包起帆回顾了与
改革开放共成长的经历，更希望青少年明责任，有担当。

两位先进典型，“地铁微笑服务大使”熊熊和为自贸区
奋斗的徐敏也生动讲述了自己融入改革开放的故事，激发
青年学子建功立业新时代。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上

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共青团上海市委

共同主办，旨在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总书

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更

好发挥先锋榜样的示范引领作用。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潘敏，市教卫

工作党委副书记、市教委副主任李昕，

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记丁波出席活动。

来自复旦大学和杨浦职业技术

学校的师生代表近 500 人现场聆听

了报告，全市高校和中小学校师生同

步收看宣讲活动的视频直播。

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谈洁对

于漪老师提到的教育变化印象深

刻。如今在她的课堂上，老师都不用

粉笔，用的都是电子触屏，“我能从外

地来上海求学，用先进的教育设施学

习，学习环境越来越好，能够感受到

中国的快速发展。”这名00后说道。

复旦大学研究生胡力文感动于

包起帆老师所讲的“一代会比一代

强”，“这是他们对我们青年一代殷切

的希望，作为复旦学生，更应该明晰

自己的责任，为祖国贡献力量。”

更多师生表示，要以改革开放先

锋模范人物为榜样，听从时代召唤，

把自身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

途命运联系在一起，在实现个人理

想、个人价值的过程中，为把祖国建

设得更加繁荣富强，为实现民族复兴

中国梦做出应有的贡献。

“地铁微笑服务大使”熊熊是上
海地铁一名年轻的“老”员工，“翻天覆
地”是她对十多年来上海地铁的形容。

从身穿“蓝精灵”工作服的地铁
维修员，到换上“粉红女神装”成为客
运服务人员，熊熊觉得挑战总与机遇
同行，改革总是和机会同在。

由她提出设立的上海轨道交通
第一个问询类特色服务台——小熊
为您服务台就设在人民广场站，每天
要接待4000人次问询，熊熊被各种人
称为“阿姨、大姐、服务员”，不断重复
回答“如何买票”这一最简单的问题。

十多年服务过程中，她遇到过大爷
找她办土地证，东北女乘客让她帮忙找
多年未见的老同学，还在首届进博会开
幕当天，为游客找到了重要包裹。

2017年在一线工作，熊熊创建
了“3D”服务创新工作室，参与了人民
广场音乐角的建立。从一个服务台
到一个服务团队，坚持提供有温度、
有品质的服务。

如今已经是全国劳动模范、上海
地铁第一运营有限公司人民广场站车
站站长的熊熊，特别感谢上海地铁这
一平台，让他们这群青年也随着地铁
发展而成长。“我在上海地铁奋斗的每
一天，懂得了爱，爱工作，爱身边的人，

爱上海这座城市，爱生命中的美好。”
与熊熊创建服务创新工作室一

样，党的十九大代表、浦东新区市场
监管局注册许可分局（外商投资企业
注册分局）党总支副书记徐敏也有工
作室——徐敏创新服务工作室。

从 1993 年走上注册窗口岗位
后，徐敏就与这一公尺的柜台结了
缘。每天的工作要面对不同的申请
人解决相似的问题，处理留下的众多
材料后，诞生一张张营业执照。

随着自贸区的成立，徐敏又和小伙
伴一起参与了浦东开发开放，助推创业
创新，开启引领全国的自贸区速度。

她也在一直思索，如何为企业提
供更优质的服务。各方支持下，“徐敏
创新服务工作室”成立了，“改革更有
力度，服务更有温度。贴近企业需求，
实现精准服务”成了工作室的目标。

工作室的小伙伴都很年轻，他们
用业余时间走访了600多家企业，开
了30多次座谈会，收集了2000多个问
题，写就了2篇论文，为今后改革提出
了意见和建议。“一张张执照本只是一
张张纸，只有真正走进企业面对面，才
能看到这张纸背后企业的激情和他们
创造的成就。能为他们解决急难愁问
题，就是这个平凡工作的意义。”

认为自己是改革开放的亲历者、
参与者和受益者的还有“改革先锋”
包起帆。从码头装卸工到港口装卸
自动化的创新者，包起帆伴随着祖国
改革开放的步伐前进、成长。

改革开放初期，包起帆在上海港
南浦港务公司机修车间做修理工，看
到起重机的钢丝绳损耗非常严重，就
革新了“变截面起升卷筒”，也为今后
的创新奠定了基础。

在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上世纪八
十年代，包起帆重新有了学习的机
会，学成后当上了技术员。码头的安
全问题逼着他开始研究抓斗，走上了
科技攻关之路。木材抓斗、生铁抓
斗、废钢抓斗，一系列的发明让码头
迈向了机械化。随着国企改革，包起
帆也从技术改革走向产业创新和管
理创新。

这一路，包起帆历经了机修工

人、机检员、工程师、码头公司经理、
集团公司副总裁等诸多岗位，也跟同
事一起，先后完成了130多项技术创
新。这一路是一名普通工人的成长
之路。

改革开放再出发，靠什么勇往直
前？包起帆觉得，这需要靠每个人的
信仰、信心和信念。以卧薪尝胆的毅
力，坚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我也会努力带头学好习总书
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
精神，做好宣讲人，用自己的亲身经
历，讲好改革开放的故事。同时做
好自己的老本行，科研创新不能
停。也会做好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传帮带。”

包起帆对如今的青年也同样寄
予厚望，“你们是改革开放事业的接
班人，用我的亲身故事也可表明，一
代一定会比一代强。”

基础教育改革的优秀教师代表
于漪已年近九旬。宣讲活动现场，原
本主办方为她准备了桌椅“坐着说”，
但她却坚持，那么郑重的时刻，一定
要“站着讲”。

于漪毕业于复旦大学教育系，此
次是回母校做汇报。能有幸参与庆
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并获得“改
革先锋”称号，是于漪没有想到的，她
觉得这不是一个人的荣光，而是对改
革开放40年来奋战在基础教育一线
的教育工作者的赞扬和肯定。

回想起1978年，于漪在那年被
评为全国首批特级教师。12月，她
成为全国妇女代表团的一员出访日
本。这次出访，她看到了中日之间在
教育上的巨大差距。

回国后，于漪也走访了不少上海
的中小学。前往金山走访时，她发现
校门口连条像样的柏油马路都没有，

16所学校只有一个篮球架，老师每
次上课只发两支粉笔。

前段时间于漪又走访了闵行的
小学，完善的基础设施、先进的教育
设备让她恍若隔世。历经40年，基
础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改革开放40年峥嵘岁月，于漪
觉得自己是亲历者、参与者，更是受
益者。改革开放再出发，她觉得需要
看清前进方向，风雨兼程，才会不断
创造奇迹。

做了一辈子基础教育工作的于
漪指出，在新起点，莘莘学子无疑是
生力军和主力军，要明确自己肩负的
责任，有大气度、大胸怀，参加“新长
征”。当每位青少年意识到自己的责
任时，就有无限的力量和智慧。“作为
教师，就要告诉莘莘学子，要为伟大
的祖国尽到什么责任，帮助他们立民
族精神之根，树爱国主义之魂。”

“改革先锋进校园”在复旦大学举行

青年学子要为新时代建功立业

包起帆：靠信仰、信心和信念勇往直前

于漪：莘莘学子要立民族精神之根

[先进典型]

一线平凡岗位中蕴含不平凡的意义

青少年要以改革先锋为榜样

改革先锋和先进典型在会场分享心得。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近500名师生认真聆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