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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4月14日，上海市委中
心组举行今年首次学习会，专题
学党史。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
议并强调，走好新时代的长征
路，必须回望来时的路，看清脚
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

当天下午，市领导前往本市
多处红色革命遗址瞻仰，察看红
色资源发掘保护利用情况。4月
20日，本市召开“四史”学习教育
工作推进会；5月9日，市委举行

“四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会议；
5月12日，市委中心组再次举行

学习会，专题学新中国史，增强
党的意识、弘扬爱国主义、激发
奋斗精神……

市委以上率下、有力领导，
全市各区委、市委各工作党委、
市各委办局党组（党委）迅速行
动，积极谋划本区、本部门、本
单位“四史”学习教育起步开局
工作。

浦东新区区委把“四史”学
习教育与纪念浦东开发开放30
周年结合起来，明确15项细化
工作任务，引导干部党员群众加

深对浦东“勇当标杆、敢为闯将”
使命责任的认识，从历史中找答
案，从现实中找参照，奋力创造
新时代新奇迹。

党的诞生地——“一大”会
址所在的黄浦区，区委积极谋
划，打造“黄浦首发首创”系列
微党课，充分发掘党史、新中
国史和改革开放以来产生于
本区的诸多“第一”，作为“四
史”学习教育重点内容，激励
党员干部传承红色基因，凝聚
前行动力。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全国两会召开在
即，全国人大代表、民盟中央常
委、上海市委专职副主委丁光宏
教授正在加紧修改完善今年酝
酿提交的议案和建议。珍惜每
次发言，斟酌每个字句，是他的
履职态度。在他看来，不调研就
没有发言权。

花两个多星期专心调研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建设

去年一年履职，丁光宏对上
海代表团完成的“推进长三角一
体化示范区建设”专题调研印象
深刻。

“这个调研课题里，在王建
宇组长带领下，我们对长三角一
体化的示范区做了个调研，去了
长三角示范区，也到了吴江、嘉
善，还到了粤港澳大湾区。那是
去年夏天的时候，大约花了两个
多礼拜。感觉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建设，还是有很多事要推
进。”任课题副组长的丁光宏说。

这个调研，全国人大上海代
表团里 30 多位代表都参加了。
在丁光宏看来，实地调研能掌握
一手信息和资料，他们一行也因
此听到各地特别是基层方方面
面的声音。

“绿色”与“发展”如何协调，
是必须直面的一个问题。众所
周知，示范区生态绿色发展的要
求日趋严格，一定程度上使得资
源开发空间受限。如何正确认
识“绿色”与“发展”的关系，用绿
色去优化发展而不是用绿色去
限制发展，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建设中需要探讨的基本点。

代表们对一条连贯苏沪重
要清水通道太浦河的现场考察，
就牵出许多思考和现实问题。

“太浦河对整个太湖流域地
区的防洪、排涝、灌溉及供水都
起着重要作用，同时，太浦河在
吴江属段是航运性质，但在上海
这边，上海的第二大水源地就是
靠太浦河。我们按照水源地保
护的话，对吴江来说，河道周围
什么事也干不了。但对当地来
说，也是要有经济发展。如何协
调推进，需要从更高层面进行类

似生态补偿机制的政策设计，这
其中也需要更大的智慧。”丁光
宏举例道。

经过大家的齐心协力，最
终，代表们基于长三角一体化示
范区的发展现状，切实回应存在
的问题与挑战，并结合调研中得
到的相关经验与启发，从制度创
新、深化改革、协同发展、平台机
制等角度提出推进长三角一体
化示范区建设的政策建议。

提倡“不调研没有发言权”
提交内容要细化到“抠字眼”

“网上的信息，我们可以抓
到一些数据，但是良莠不齐，难
辨真假。”丁光宏一直认为，课题
无论大小，肯定都要经过仔细调
研，要有第一手数据，甚至还需
要多次听取相关领域专家的分
析，有的还要与相关政府职能部
门联系沟通，最终，才能形成调
研报告、代表建议或是议案。

“你提的每一个建议，哪怕
是你在小组会上的发言，实际上
都很重要。现在的两会，各部
委、‘两高’都非常重视，他们甚
至都会派员列席听会，就你的建
议，他们还要事后回应。如果大
家提的都是不着边际的内容，不
是在浪费资源、浪费时间吗？”

也因此，丁光宏认为，建言
献策，履职尽责，更要时刻有一
种负责任的履职态度。珍惜每
次发言机会，也斟酌每个字句。

“两会事关重大，今年两会
会议议程更加紧凑，每一分钟都
更显宝贵。所以，无论发言还是
提出书面建议，都不能马虎。”丁
光宏说，自己酝酿提交的议案和
书面建议都已差不多完成了，

“我还需要抓紧修改完善，抠抠
字眼，提得恰如其分，要一直修
改到最后截止期。”

据丁光宏介绍，今年拟提出
的一份议案是关于制定《商事调
解法》，聚焦外商投资与国际商事
调解，希望通过出台法律，让商事
调解成为解决国际商事争端的主
要手段。“中国是《新加坡调解公
约》的第一批签署国，但在国内尚
无法可依。因此，也想在全国两
会上呼吁相关国内法抓紧出台。”
丁光宏说。

回望来时的路，看清脚下的路，坚定前行的路

上海“四史”学习教育高质量开局

全国人大代表丁光宏：不调研就没有发言权

珍惜每次发言，字斟句酌

丁光宏。 受访者供图

揭牌设立全国唯一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推进优化“一网通办”“一网统
管”，率先探索超大城市公共卫生治理体系，为临港新片区再造一个“陆家嘴”，
在北外滩打造“世界会客厅”，创设“五五购物节”点燃全城消费热情……

面对新冠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两个战场”，抗疫常态化下的上海奋
力化危为机，志在逆风飞扬。

艰难时刻，如何能有亮眼表现？全凭信仰如山、信念如铁、信心如磐。随
着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学习教育实现高质量开局，上
海党员干部正从“四史”中源源不断汲取强大精神动力，坚守初心使命，为百姓
带来更多安全感、获得感与幸福感。 潘高峰/文

“四史”浩繁，印刻着中国共
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艰辛探
索。从中汲取精神力量，推动解
决实际问题，增强百姓安全感、
获得感与幸福感，是开展“四史”
学习教育的出发点，也是检验成
效的“试金石”。

黄浦区外滩街道宝兴居民
区，是上海首个居委会诞生地。
这里居住条件简陋，群众加快改
造的呼声十分强烈。“要把旧里
群众当作自己的亲人。”在去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期间着力推进，使这项工作取得
重大突破的基础上，黄浦区结合

“四史”学习教育，继续广泛听取
意见诉求，既坚持“阳光征收”原
则，又尽最大努力解决居民多样
化需求，赢得了积极回应和支
持。

122天，2119证居民全部签
约！金陵东路（宝兴里）地块创
造了黄浦区旧改居民参与度、搬
迁率等“五个第一”，更创下了近
年来全市大体量旧改项目居民
签约完成时间的新纪录。

“四史”学习教育，也在为推
动常态化抗疫和复工复市凝聚
人心、注入动能。

徐汇区漕河泾新兴技术开
发区，曾是邓小平同志提出关于

“姓资姓社”著名论断的地方，见
证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变革和发
展历程，如今已经成为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企业集聚的创新创业
区。疫情期间，徐汇区组织漕河
泾开发区“两新”组织党员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主题党日活动，
游族公司党委还专门邀请党史
专家线上辅导。

“没想到‘姓资姓社’的故事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这是一种强
大的精神感召！”通过“四史”学
习，徐汇区还推出“党建+营商”7
项“硬核”措施，统筹党建联络
员、劳动监察员、物业管理员、经
济统计员、税收协管员、党群志
愿者队伍力量，全力助推企业复
工复产。

面对疫情给线下消费带来
的冲击，市商务委党组通过“四
史”学习教育，汲取奋斗与创新
精神，积极为商贸业提供降低成
本、融资、常态化防疫等帮助的
同时，倾力打造“五五购物节”，
策划130多项重点活动和700多
项特色活动，推动千企万店、全
城动员，日日有活动、周周有亮
点，强力释放消费需求，持续带
动了上海消费市场复苏。

让“四史”学习教育有声有
色、入脑入心，上海各区都在积
极探索创新。

5月10日下午，杨浦区“四
史”教育云端思政课首讲活动在
长阳创谷会堂举行。这堂课在
俗称“B站”的哔哩哔哩网上全程
直播，众多年轻人通过一行行

“弹幕”向现场嘉宾提问，线上线
下热情互动，共同打造出一堂

“刷屏级”的网红思政课。
为让党员干部群众利用手

机随时随处学习“四史”，“学习
强国”上海学习平台专门开设

“四史教育”栏目，已先后发布稿
件300余篇，并在“今日推荐”栏

目对优质学习资源重点展示。
其中，《大城之治——追寻总书
记考察上海的足迹》系列原创视
频已推出两集，后续视频按计划
加紧制作；与此同时，《红色血脉
——党的诞生地上海的历史之
光》系列原创视频策划制作正在
进行之中，通过讲述上海各大红
色场馆背后的故事，传承红色基
因、赓续红色血脉。

未来，“学习强国”上海学习
平台将继续汇集相关学习资源，
不断丰富内容，还将联合市教卫
工作党委、上海大学等于5月下
旬推出“四史教育”知识竞答。
市社联拍摄制作的《而立之歌

——探寻浦东开发开放30年“创
新之钥”》系列短视频，将在平台
上持续发布。

利用丰富的红色资源，是上
海“四史”学习教育的一大优势和
特色。5月12日，一堂名为“足
迹：红色序曲——起点·摇篮”的
情景党课，在全新亮相的中国劳
动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举行。
身着具有年代感服饰的演员，通
过角色扮演，讲述被称为“我党坐
牢最早最苦的同志”李启汉的故
事。党员杨卓瑶课后感慨万分：

“这样身临其境的课堂，令人印象
深刻，让我对党的历史产生了更
大的学习热情。”

汲取力量，推动解决实际问题

入脑入心，探索创新学习形式

以上率下，着力起好步开好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