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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理工大学 百名研究生党支书
讲述党史中的“科技攻关”

上海海洋大学 “百年百人百讲”宣讲团：
让党史成为最好的教科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1939年，晋察冀边区的
白求恩大夫在为八路军做手术时因为
缺乏抗生素导致伤口感染，为中国人民
的革命事业献出宝贵生命。这些经历
让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只有建设强大
的医药卫生事业，才能切实地保障人民
生命健康。党在新中国成立伊始积极
开展青霉素研发，中国的抗生素制造行
业迎来了崭新的春天。”

一堂题为“为人民生命健康：党领
导下的中国抗生素研究”的党课，拉开
了华东理工大学“梅雅博论”之党史百
年百课系列巡讲的序幕。首位主讲人，
是华理生物工程学院博士研究生、国重
室研究生第五党支部书记张雅敬。

欲知大道，必知其史。开展“党史
百年百课”系列党课巡讲，是华东理工
大学推进研究生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
举措。自本学期伊始，全校100多名研

究生党支部书记就开始在所在支部和
学院为党课宣讲而准备。

大家选取的党史故事，贴近研究生
科研学习和专业发展，划出的重点，也
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和亲和力。接下来，
全校将有100名研究生党支部书记结
合自己的专业，讲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来的100个党史故事。

此次张雅敬为了深入讲好党史，从
去年12月起就走访了上药三厂旧址、
上海生物制品研究所、华东理工大学校
史馆等地，先后采访了科学家、老党员
等历史亲历者，为讲好这节党课积累了
大量历史素材。

学生党员们在听完党课后感触很
深，来自化工学院的博士生党员叶磊
说：“结合专业讲党史，让党员学子在学
习党史的同时，增强对专业发展历程的
认知，更增强作为博士生党员投身科研
报国的信心与决心。立足专业发展，传
承红色基因，学史增信，砥砺前行。”

上海
视觉艺术学院 “党史云端诵读”

“好声音”传递信仰的力量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细读传记、通读全文、感受
信念……今年，上海海洋大学成立“百
年百人百讲”宣讲团，通过集体备课，制
作党史精品微课，“党史+宣讲”的形
式，在学、思、践、悟的过程中让学生用
青年的方式传递党史学习的声音，激励
青年争做党史领学人。

为了做好宣讲对象的红色故事，让
讲解更加鲜活，宣讲团成员、海洋文化
与法律学院的严语同学特意从图书馆
借了好几本张闻天先生的传记，并仔细
通读全文，做好笔记。张闻天先生有句
话令严语印象最为深刻，“青年有一个
最大的优点，就是他们有高尚的理想，
青年的这种理想是最宝贵的东西。”

谈及身为宣讲团成员的感触，严语
同学激动地表示，张闻天先生从一个追

求真理的青年，到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
者，他投身中国革命和建设，以一个知
识分子的身份，为党、为国家做出了重
大贡献。在张闻天先生的身上，我看到
了我们勤朴忠实的校训，勤奋敬业、质
朴大方、爱国荣校、追真务实。新时代
催生新使命，新使命需要中国青年来担
当。“我们必须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
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

正如严语这样的宣讲团成员，只是
众多上海海洋大学宣讲团成员的众多之
一。他们积极参加党史主题宣讲活动，用

“青年讲给青年听”的方式，共同回溯过
去、明确方向，用“输出倒逼输入”的方式，
加深理解和认同。上海海洋大学党委书
记王宏舟表示，要立足实际、守正创新，全
面、扎实、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通过学
习党史，做到明理、增信、崇德、力行，努力
做到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中国共产党简史》第一章
第一节，诵读者：薛金辉，《中国共产党
简史》第七章第一节，诵读者：朱丽羽
……因为有了师生们的加入，一场“党
史云端诵读”正在进行时。

今年，上海视觉艺术学院表演艺术
学院教师党支部以及学生党支部联合
发起“建党百年读党史”活动，由学院师
生为大家朗读《中国共产党简史》。

在学院教师党支部的带领下，不少
学生也怀着满腔的热情加入到了这场
特别的“党史云端诵读”。一位参与诵
读音频录制的表演艺术学院的大三学

生王明悦告诉记者，自己是预备党员，
通过诵读可以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
地了解党史和历史人物，在读党史过
程中，向优秀的前辈们学习。“在读
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点燃了我的爱国
之情。”

“读党史”“念党恩”“跟党走”，诵读
党史经典，传承革命精神，这场特别的
活动持续迄今已有数月。上海视觉艺
术学院相关负责人介绍说，通过读原
著、学原文、悟原理，紧紧围绕学懂弄通
做实党的创新理论，做到学史明理、学
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引导师生
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
扬好。

学党史 守初心

上海财大主题党课。

上外学生理论宣讲团。

上大管理学院师生赴宁波追寻先烈足迹。

华东理工大学党史系列巡讲。

同济大学原创话剧《铸诗成剑》。 均据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