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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南汇8424西瓜落户
浦东30周年。近日，第二届“惠
南瓜果节”在惠南镇海沈村西瓜
水稻轮茬基地开幕。育种突出
贡献奖、引种推广贡献奖、种植
传承贡献奖、技术革新贡献奖、
品牌成长贡献奖……看着果农
们一个个上台领奖，庄志强却不
见了踪影——这个庆祝丰收的
时刻，他成为在场外鼓掌的人。

庄志强是土生土长的海沈
人，当兵退伍后投身到家乡建设
的那一年他才23岁。当年庄志
强退伍回家时，恰逢村里在招后
备干部。他寻思着农村现在不比
从前，前景应该挺好的，于是便参
加了后备干部考试，并且顺利通
过，然后就进入村委会工作。

庄志强在村里一干就是 8
年。8年间，他见证着海沈村成
为“上海市美丽乡村示范村”的
快速发展，同时也参与着海沈村

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惠南镇区域面积65.78平方

公里，农村区域达45平方公里，
占比全镇面积的三分之二，32万
惠南常住人口中，有将近11万
人口分布在农村，惠南作为上海
远郊一个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示
范镇，传承优势农业，发展农旅
产业。“我今年31岁，浦东开发开
放也是30周年，我看到了海沈村
翻天覆地的变化，浦东开发开放
伴随我成长，所以我要参与家乡
的建设，看着它变化。”庄志强
说。

在基层干了几年，农村每一
个条线的工作都干过后，“想法
多”“会玩”的庄志强想到了利用
现代化技术——网络直播来宣
传、推介新农村。今年初，新冠
肺炎疫情的暴发，加速了直播的
脚步：抖音号“惠南镇海沈村”上
线了。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日前，在由曾经的
杨树浦发电厂3号煤炭转运站变
身而成的滨江党群服务站，“大
家微讲堂·社区政工师”暨“四
史”学习教育云端思政课第二讲
拉开帷幕，一堂围绕缅怀革命先
烈王孝和烈士展开的“四史”学
习教育“浸润式”实景思政课在
云端直播。“七一”中国共产党建
党日来临之际，杨浦区各级党组
织以这种方式，重温共产党人的
初心，阐释跨越时空的精神，传
承血脉中的红色基因，把精神的
力量转变成新时代人民城市建
设的实践行动。

时空对话
开启实景思政课新体验

本期的大家微讲堂，以学习
贯彻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
为指引，围绕践行“人民城市人
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再出发，定制推出全新“浸润
式”滨江实景思政课，以一方舞

台、一次诉说、三封书信、三段讲
述，开启一场与革命先烈的跨时
空对话，再现了杨浦这片有着光
荣革命传统的土地上，英勇斗争
的共产党人理想的光辉与信仰
的力量。

严爱云、邢建榕两位党史、
史料专家，站在研究者的视角带
着观众、听众一起深度解读理解
历史背后蕴藏的红色基因和革
命精神；王孝和烈士之女王佩民
带着父亲的遗志把大家带回历
史现场，隔空诉说那段历经血与
火洗礼的革命岁月，唤起了大家
集体记忆与强烈共鸣。

在现场，“大家微讲堂”透过
杨浦滨江党群服务站，探索把杨
树浦发电厂等百年工业遗迹送
上“云端”，全景呈现杨浦红色历
史图景，激起了线上线下党员群
众学习讨论的热潮。

立体延伸
呼应党员群众新期待

把革命先烈的英雄事迹融
入“大家微讲堂”，是践行“人民

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重要理念，落实“四史”学习教育
要求，用好红色资源，讲好红色
故事，将红色基因融入城区建设
与治理的一次全新探索。

在杨浦，类似这样的“四
史”学习教育实践基地还有很
多，比如国歌展示馆，《共产党
宣言》展示馆，赴法勤工俭学学
生追寻革命真理登船原址，人
人屋、秦皇岛路码头等滨江岸线
上串珠成链的 6 个党群服务站
等。杨浦将进一步整合区域各
类资源，推出一批党性教育现场
教学点，以深入开展“党课开讲
啦”活动为契机，精心打造实景
党课、情景党课、行走党课、骑行
党课、“环同济”联合党课等“四
史”学习教育品牌。做精一个云
端思政平台，依托“大家微讲堂·
社区政工师”暨“四史”学习教育
云端思政课平台，让收藏在博
物馆里的革命文物、陈列在杨
浦滨江岸线上的红色遗存、印
刻在红色建筑里的城市记忆都
更加生动鲜活。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每天团队预约十多
个批次，平均接待三四百人次。

“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日临近，
又恰逢深入开展“四史”教育学
习，“渔阳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迎来了
参观小高峰。

近日，上海市江宁学校、国
家税务总局上海市青浦区税务
局、上实集团等团队分批次来到

“渔阳里”参观学习。“上海外国
语学社成立于1920年，前后不到
一年的时间里，共有五六十名学
员在这里学习，学员代表包括了
刘少奇、任弼时……”上海申通
地铁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信
息发展事业部一行16人跟着讲
解员的脚步，从序厅开始，一路
参观学习。

部门党总支书记茅伟馨说，
部门党团共建日结合“四史”学
习教育开展活动，早在6月中旬，
她就想预约参观“渔阳里”，结果
除了当天上午可预约外，其余可
约时段已经排到了7月中旬。“今
天来的不但有党员，还有部门团
支部书记、青年代表。纪念馆整
体互动性很强，可以系统了解团
组织的历史。”

除了团队预约，临近暑假，
纪念馆里来了不少青少年。四
年级学生徐亦涵在妈妈的陪伴
下，和小伙伴高言一起打卡“渔
阳里”。在序厅的团旗前，她们

留下了合影。“俞秀松、施存统、
陈望道……”看到序厅有八位发
起人的艺术铜雕，两位少先队员
还拍下照片做记录。

徐亦涵的妈妈表示，学校雏
鹰假日活动开展“学四史，七色少
年黄浦区红色寻访活动”，要求学
生走访红色场馆，感悟传承红色
基因，参观“渔阳里”对孩子来说
是一次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纪念馆馆长洪颖哲表示，自
2019年 4月底，修葺一新的“渔
阳里”重新对外开放后，对共青
团历史的介绍更加详细。纪念
馆也尽量保证对每一支来访团
队进行专业讲解，让他们学有所
获，“团史是党史的一部分，没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也不会有
共青团，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
很有意义。”

如今开馆的“渔阳里”中午
有 2 小时闭馆消毒时间，每天
16：00闭馆。洪颖哲表示，7月1
日当天，他们将取消中午2小时
闭馆，同时多开放一个半小时，
将闭馆时间延长至17：00。

当天，在瞬时接待量不超过
100人的前提下，“渔阳里”还安
排了系列活动。除了为前来参
观学习的各单位、群体提供宣誓
场地，现场还有2场微团课，讲述
共青团创建与发展的光辉历程。

在纪念馆外国语学社课堂
里，工作人员会穿上长衫，扮演
年轻时的陈望道先生，重现百年
前的场景，一起回忆翻译《共产
党宣言》的岁月。同时，渔阳里
团史寻宝活动也会上线，在展厅
中完成相关任务后，可领取纪念
品一份。

渔阳里成为青年打卡新地标。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退伍后“三村联动”带货南汇农产品

青年村干部直播卖瓜众人夸

“这个西瓜也太好吃了吧，多汁松甜，买它！”网
红“庄稼”在直播间里跟网友热情互动，向大家推介
南汇8424西瓜。在自行车奥运冠军钟天使的家乡
——浦东惠南镇海沈村，“庄稼”可是大名鼎鼎。“庄
稼”本名庄志强，是海沈村最年轻的村委干部。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影报道

“七一”中国共产党建党日临近

“渔阳里”迎来“四史”参观小高峰

庄志强担任抖音号“惠南镇
海沈村”的主播，因为正好姓庄，
他就给自己起了一个颇为“接地
气”的网名：庄稼。

今年4月，第一场直播开始
了，没有专业设备，就是用手机
直播，由于准备不充分，直播过
程中经常出现断线和卡顿。“我
们一开始把整个流程想得过于
简单，以至于状况百出，场面尴
尬，节奏也没有掌握好。”庄志强
笑言，但是从这次之后，他明白
了直播必须要准备一个脚本。

半年来，抖音号“惠南镇海
沈村”拍摄、推送了60多条视频，

主题包括特色景点、人文故事、
美食等，粉丝量已经超过 11.2
万。最让庄志强骄傲的是，抖音
号“惠南镇海沈村”先后为村民
直播带货3次，最多的一次卖出
了3600多个8424西瓜，“平均每
一秒钟就卖出一个西瓜。”

“我们这个直播会一直延续
下去，下个月会有水蜜桃，之后
还有橘子。”眼下，庄志强的直播
已成为“三村联动”的平台，不光
是海沈村，还帮隔壁的远东村和
桥北村带货。“我们海沈村主要
是瓜果，远东村主打稻米，桥北
村的特色是柑橘和果蔬类。”

开直播为农产品带货
除了8424西瓜还有水蜜桃和橘子

退伍后投身家乡建设
8年间不断落实乡村振兴战略

传承红色基因，见证杨浦滨江华丽蜕变

“浸润式”思政课掀起线上线下大讨论

海沈村最年轻的村委干部庄志强还有一个网名叫“庄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