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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三毕业生与预备年级学生在中共一大会址前上微党课

在这里重温“开天辟地”的初心

重温历史再启百年征程，艺术党课走进高校

青年学子在信仰的引领下前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以赛促学，凝聚百
万党员学党史。由市委党史学
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联合
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推出的党史
学习教育知识竞答活动，在全市
掀起党史学习热潮。昨日下午，

“百年追梦，强国有我”2021“学
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党史知识
竞答团体决赛举行，最终，闵行
区、嘉定区、浦东新区三个学习
组织分别夺得冠亚季军。

作为全市党史学习教育重
点项目之一，本次党史学习教育
知识竞答活动紧紧围绕党的百
年奋斗史，聚焦党史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会议和重要人物以及党
的思想理论、精神谱系和历史经
验，通过以赛促学、以学促用，进
一步把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

史崇德、学史力行贯穿始终，达
到深化党史学习教育的目的。

本次活动共分为三个阶
段。第一阶段为线上个人赛，从
4月中旬持续至5月中旬，注重
个人自学，参与答题人次超过32
万；第二阶段为线上团体赛，于5
月17日至6月1日举行，以各区
委、市委各工作党委的学习组织
为参赛团体，参与答题人次近
300万，产生线下挑战赛12个入
围组织。第三阶段为线下团体
决赛，由脱颖而出的12支队伍
角逐最终名次。

据了解，此次知识竞答还与
主题征文、主题快闪、学习打卡、
文创征集等活动共同组成“党史
学习教育直通车”，进入本市高
校、社区、红色场馆等，线上线下
结合，不断扩大党史学习教育覆
盖面，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入脑入
心。

微党课为高中生涯画上句号
现场聆听陈正皓老师这堂微

党课的，除了高三毕业生代表，还
有市十中学预备年级的优秀共青
团员，陈老师给他们详细介绍了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召开的过程。“一大的召开，标志
着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犹如
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
了中国革命的前程。这是近代中
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
求，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在这里听课跟平时在历史
课上感觉还是不太一样的，在教
室里听更多感觉是一种书面上
的知识，而站在真实的场景里听
感觉更震撼。”高三毕业生荀涛
说道。同是高三毕业生的吴嘉
妮以前多次来过中共一大会址，
而每次来她都有不同的感受：

“这次的时间点感觉更有仪式
感，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我们也即将进入大学，能
以在这里上微党课的形式为高
中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感
觉很庄严。”

此次在中共一大会址前的
微党课，是市十中学“学百年党
史 育时代新人”主题系列活动
之一。同一时间，还有两路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沿中华路、人民
路、复兴路进行红色人文行走，
打卡渔阳里、文庙、龙门邨、豫
园、上海古城墙遗址等众多老城
厢历史风貌保护建筑，感受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城市风貌的沧桑

巨变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满。

在“万国民居群”中感悟党史
预备（3）班的同学们在鲍子

龙老师带领下前往大境阁古城
墙遗址，沿着中华路-人民路一
线漫步时，鲍老师为学生们介绍
了上海古城墙兴建的缘起。他
告诉同学们，中华路-人民路一
线就是当年城墙的所在之处，现
在城墙虽已不在，但“老西门”

“大南门”等地名至今仍在使用。
位于尚文路133弄的龙门邨

小区得名于“龙门书院”，1935
年，内地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将龙
门书院基地规划成53块土地出
售，由业主各自建房，取名龙门
邨。基地共有76幢房屋，其中独
立住宅6幢，新式里弄68幢，旧
式里弄2幢，每一幢建筑都不相

同，有西班牙式、苏格兰式、古典
巴洛克式以及中国江南民居，被
称作“微缩的万国民居群”。初
一年级的同学们在李祎凡老师
和龙门邨居委会干部的带领下
来到这里，在一砖一瓦中感受历
史的积淀，在风格迥异的建筑中
感受文化的融合。

市十中学德育处副主任陈
杰介绍说，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征
程在黄浦区留下了许多红色印
迹，在老城厢也留下了值得铭记
的历史轨迹。此次组织高三毕
业生和预备、初一年级学生进行
红色人文行走，就是想让学生们
在走访实践中感悟党史百年光
辉，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为什
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

‘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
‘好’”的内涵。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刘晶晶

本报讯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成立100周年，华东理工大学艺

术学院在徐汇校区开启一堂题
为“重温《开天辟地》，再启百年
征程”的艺术党课。同时，“伟
大的开端——南昌起义史实展
巡展”（上海站）也在上海大学
开展。

曾任上影集团副总裁的汪
天云教授曾是《开天辟地》编剧
之一。他鼓励身处新时代的同
学们，作为亲历“两个一百年”交
汇的新时代大学生，必须要肩负
重任，砥砺前行，做一个“心中有
信仰，眼中有光芒”的青年。

当天，艺术学院还同时推出
“百名师生绘百幅画卷讲百年党
史”主题活动——以120多米长

的画卷描绘出中国共产党人的
百年精神与当下人民的幸福生
活。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进一步弘扬“八一精神”，感
佩上海大学师生在南昌起义中的
光辉业绩，“伟大的开端——南昌
起义史实展巡展”（上海站）在上
海大学开展。本次展览由上海大
学、南昌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旅
游局主办，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上海大学
图书馆承办。展览共分为“石破
天惊第一枪”“八一洪流绽芳华”
两个篇章，共展出300余张历史照
片、18件珍贵文物。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由黄建新监制兼导
演、郑大圣联合导演的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点影片
《1921》即将于 7月1日正式公
映，在这之前还将于6月25日至
6月27日进行全国点映，现已开
启预售。近日，影片发布了“火种
版”预告，预告聚焦矢志救国，为

“建党”奔走呼号的爱国青年们，
以黑白的定格照片与特写，将先
辈们遭遇革命逆境时的执着与
不甘表现得更加直击人心。

犹如预告片中明暗交替、彩
色与黑白的混剪，百年前的中国
风雨飘摇，却正因为有着这样一
群无畏牺牲，为信仰为革命，为国
家为民族奉献出光和热、鲜血与
生命的青年共产党人，让中华民

族最终被光照亮。这也正是电
影《1921》想向当代青年观众呈
现的共产党人的“心灵原动力”。

在刚刚结束的上海国际电
影节上，《1921》作为开幕影片
进行了首次公开放映，现场很多
观众被黄轩、倪妮饰演的李达、
王会悟这对革命夫妻在天台谈
心的戏击中泪点。

此前，黄建新导演在采访中
提到，《1921》创作核心便是“人
物”，想从中探寻先辈们救亡图
存的“心灵原动力”，从而穿过百
年，去了解支撑先辈们投身革命
的坚定信仰。因此影片中，不仅
有宏大的革命信仰与爱国情怀，
还致力于深挖早期共产党人的
变化、成长，通过最细枝末节的
人物生活细节，尽量呈现出一个
真实、完整的人物性格。

“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是一栋石库门民居。百年前的那个夏天，
有一群有志之士从全国各地汇聚于此，召开了一场静悄悄的秘密会
议，从此星星之火划破黑夜，万里长征就此起航……”昨日上午，中共
一大会址前，黄浦区“师说”理论宣讲团成员、上海市第十中学教工团
书记陈正皓给学生们上起了微党课。而这堂“身临其境”的微党课，也
让学生们深有感触。“很庄严！更坚定了我进入大学后入党的决心。”
高三毕业生吴嘉妮说。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受访者供图

“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党史知识竞答团体决赛昨举行。受访者供图

以赛促学、以学促用
“学习强国”凝聚党员学党史

没有火种就成为火种
《1921》即将开启点映

上海市第十中学学生在中共一大会址前听微党课。
青年报见习记者 郭容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