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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有所信 方能行远
“每一次来到红色场馆，都是一次精神洗礼，也是一次震撼心灵的旅程。”这是年轻一代党员普遍的心

路感受。在上海各大红色场馆，总能看到这样的青年讲解员、志愿者和参观者，他们满怀热忱、吃透每一个
文本，悟透每一条精神，在感受信仰之光的同时，也被这光芒照亮。他们品读革命之艰，真理之甘，那些红
色故事与记忆，那些至死不渝的精神，让90后、00后党员更加坚定信仰，奉献赤诚。在聆听中感受、在感悟
中传承、在奉献中提升——这是最靓丽的青春底色。

5月22-23日，是中共一大纪
念馆现场培训和压力测试的日
子，滂沱大雨仿佛在呼应百年前
的风起云涌，更激发了志愿者们
上岗的精气神和市民争相打卡的
热情。

华东理工大学的赵俊宇怀着
激动的心情走进中共一大纪念
馆，看到馆内陈列，除了震撼，更
多的是一种敬畏，仿佛穿透了历
史的烟云，看到了那扇木门中走
出的13位代表，他们开启了旧时
代的中国走向新生的壮阔征程，
由此点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远
大梦想。

赵俊宇说，自己看到一队
身穿民族服装前来参观的藏族
小朋友认真专注地看着上海第
一批援鄂医疗队赠送队旗的仪
式，庄重感人。最让她难忘的是
一位九十多岁高龄、身戴多枚军

功章的老党员坐在轮椅上，由
家人推行参观，人群中，有观众
自发地走向前去，俯身对老爷爷
说：“谢谢你们！正是因为有你
们，才有今天的中国。”人群中
响起了阵阵掌声，我想，这就是
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对革
命先辈最朴素也是最真挚的情
感表达。

6月3日，中共一大纪念馆正
式对外亮相了。在观众引导、秩
序维护、咨询互动、特殊群体服务
等岗位上，到处可见青春奉献的
身影。这个夏天，仅一大纪念馆
就有近三百名青年志愿者将接力
参与志愿服务，他们分别来自华
理、上外、财大、上大、上体、电机
等高校。赵俊宇的伙伴们，有新
入党的学生党员，有曾在希望小
学支教的资深志愿者，还有抗疫
期间坚守上海北大门的逆行者和

刚刚结束花博会志愿服务的“小
白鹭”。

赵俊宇说，站在党的诞生地，
志愿服务的每一天都是洗礼与升

华。“我们在聆听中感受、在感悟
中传承、在奉献中提升，这就是对
赓续红色基因最好的注解。”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从记事起，我就经常聆听师
长和父辈们讲述红色历史故事，
深受党内先辈们勇于开辟和大无
畏精神的感染。去年夏天，我怀
揣着梦想，走出了大学校门，走上
了工作岗位。在对红色历史文化
极度感兴趣的前提之下，我来到
了南昌路老渔阳里2号，有幸成
为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的一名讲
解员。从此，我的身份和角色伴
随着生活和工作环境的改变而产
生了新的定义。”作为一名年轻的
共产党员，刘倩在给众多参观者
一遍又一遍的讲解之中，不仅让
自己的党性修养得到进一步的提
升，更让她在意义非凡的工作岗
位上发挥自己的热量，不辜负内
心深处的红色情结。

每一次讲解，都是一次生动
的党性淬炼。刘倩说道，在老渔
阳里2号工作期间，她见识到了
各个年龄段的参观者们带给她
的精神力量。这其中，有年过古
稀的老人被子女搀扶着前来回

顾红色历史，有身体残疾行动不
便但党员信念坚定的大叔，有尚
在校园里接受知识的学生，慕名
来红色基地打卡学习……党员
先辈们由石库门开始了一段轰
轰烈烈的革命之路，他们的红色
精神对于现今社会来说具有很
强的教育意义，所有国人都深知
初心之路走得异常艰难，因此回
顾来时路的千辛万苦，倍加珍惜
现在的幸福生活。

作为一名红色基地的正式讲
解员，能够有机会诠释发生在老
渔阳里2号的历史事迹，在讲解
服务中发挥所学所长，传承红色
基因和红色记忆，也带给刘倩更
大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这是任何
物质财富都无法比拟的。“这提高
了我个人的政治思想素质和专业
技能素质。时值建党百年这一辉
煌的时间节点，青春的号角正在
高昂吹响，相信年轻一代的我们
定能在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感
召之下，坚守初心，筑牢使命，永
远跟党走！” 青年报记者 冷梅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讲解员 刘倩

国福路51号，是复旦大学老
校长陈望道于1956年—1977年
在复旦大学的寓所。2018 年 5
月，马克思诞辰200周年之际，在
上海市委支持下，学校修缮了老
校长陈望道先生的旧居，以“信仰
之源”为主题打造了《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0 级党的建设专业硕士研究
生杨宁，是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服务
队的一员，他骄傲于自己有两个
身份：既是宣言精神的“讲解员”，
同时也是运营工作的“后勤兵”。

新生入学的时候，一场激昂
澎湃的校园大师剧《陈望道》，看
得杨宁热血沸腾。在此感召和努
力下，他成功加入“星火”队。

今年3月5日学雷锋纪念日，

恰是杨宁第一次正式上岗讲解的
日子。他接触的第一批听众是上
海公安局杨浦分局的人民警察，
在开场词中，杨宁讲到“为人民服
务的雷锋精神、人民警察为人民
的公仆精神是《共产党宣言》所揭
示的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的鲜明
体现。”在之后的每一次讲解前，
他都尝试着根据听众特点提前设
计好讲解词、融入到这场“思政
课”中。大家称赞的“专业”两字，
在杨宁看来就是最大的鼓励。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回望
过往的奋斗路，眺望前方的奋进
路，杨宁说，现在，新时代的青年将
接过革命先烈的旗帜，继续往前
走。正是在“星火”队的讲解和历
练，真学和真信，仿佛也如指路明
灯一般，让他更加坚定未来投身基
层、深入一线工作的决心和信念。

“其实，和我一样的队员有很
多，我们中许多人都将未来的职
业目标定为基层选调生。”在庆祝
建党100周年之际，杨宁说，愿秉

承着宣言精神，满怀热忱，用一生
扎根沃土，在基层这个干事创业
的大舞台上燃尽青春，一往无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
讲解员 杨宁

在感悟中传承、在奉献中提升

青春的号角正在高昂吹响

秉承宣言精神满怀热忱，实干奋进新征程

上海是光荣之城，有着深
厚的红色文化底蕴。作为第一
部《中国共产党章程》诞生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对同济大
学硕士研究生郭李恒而言并不
陌生。在研究生刚入学的
2019年，他就参观了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他知道这次会议
有很多“第一次”：第一次提出
了党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纲领，第一次提出了党的统一
战线思想——民主联合战线的
思想，第一次公开发表了《中国
共产党宣言》，第一次比较完整
地对工人运动、妇女运动和青
少年运动提出要求，第一次决
定加入共产国际，第一次明文
提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
号。同时，还诞生了第一部《中
国共产党章程》。

一整面“党章历程墙”也给
郭李恒留下深刻印象，“这面墙
记录了党章的历史，也是中国共

产党的奋斗史。它告诉我们要
铭记誓词中的每一字、每一句，
经常对照，自觉践行、矢志不渝。”

历经近半年维护保养，修
葺一新的纪念馆在5月以崭新
的面貌向公众重新开馆。6月
25日，郭李恒再次参观了纪念
馆。二大会址靠近延安中路一
排石库门头建筑八个门洞16根
砖柱及门楣的修复让这名95后
党员感受到了石库门的魅力。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
初心历久弥坚。作为新时代青
年党员，郭李恒深感，学习党史
方能感受当年革命先烈们的情
怀、责任与担当；走好当下的
路，方能将先辈打下的江山发
扬光大。“新时代有新机遇、新
挑战，要从百年党史中自觉淬
炼，高举红色旗帜、永葆初心使
命的党性修养，为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学好党史，走好当下的路

“出席中共四大的党员代
表有陈独秀、彭述之、蔡和森
等 20 人，代表全国各地党员
994人。据统计，代表们的平
均年龄是 29.37 岁，相当于一
百年前的80、90、00后。”这位
正在为观众讲解的，是中共四
大纪念馆宣教部讲解员丁晓，
也是一名90后共产党员，“每
当我向观众介绍中共四大代
表的时候，特别是现在的80、
90、00后，他们会听得特别认
真，有了跨时空的交集和共
鸣。”丁晓说。

讲解员是沟通展馆与观
众的桥梁，专业生动的讲解可
以使不会说话的陈列和展品
变得更加鲜活易懂。然而，在
讲解员面对观众看似轻松娓
娓道来的背后，却是大段大段
专业、严谨的文稿，也是必须
攻克的难关。

为此，平日里，丁晓带领

大家抓住机会就苦练基本
功。厚厚的讲解文稿，一个月
内背得滚瓜烂熟；一有空就锻
炼发声和口条，学会控制节
奏，因人施讲；结合每个人的
特点，逐步形成差异化的讲解
风格；利用业余时间，阅读各
种专业书籍，增加党史知识储
备，讲解时不仅游刃有余，面
对观众提问也能从容应对。

什么是合格、到位的讲
解？丁晓说：“大家都觉得我
们虽不是专业主持，但专业能
力上要向主播看齐。”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丁
晓也将坚定信仰，坚守情怀，
以坚持不懈的精神发挥着党
员先锋模范作用，更好地讲述
中共四大故事和上海党的诞
生地故事，奋力谱写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壮丽
青春篇章！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在这里有着跨时空的交集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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