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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同心 永跟党走

1920年春天，陈独秀由北京
来到上海，住进老渔阳里2号。6
月，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此成
立，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早期
组织，被称为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为了更好地培养青年，陈独
秀指派俞秀松等组建社会主义青
年团。1920年8月22日，在中国
共产党发起组的领导下，上海社
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了，俞秀松、施
存统、陈望道、李汉俊等八位平均
年龄仅 24.5 岁的热血青年成为
发起人。90后党员周璐2019年
来到渔阳里成为讲解员后，最先
学习的就是这段历史。

2019 年正值五四运动 100
周年，历经8个多月修缮的纪念
馆全新亮相，序厅艺术浮雕群像
《先驱》，展现了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八位发起人，二楼新增的实

物展品《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由
俞秀松在建团初期亲手撰写，六
个展区里还特别增加了共青团知
识互动体验区。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新渔阳里是中国共青团的发
源地，是许多革命家红色征程的
起点。作为讲解员，周璐接待了
五湖四海的参观者，他们中有白
发苍苍的老者，有朝气蓬勃的青
年，更有小小少年。她为他们讲
述党团史，讲述百年征程的波澜
壮阔。

这名出生于军警家庭的 90
后，因为父亲是党员，所以她大一
时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在大三
时成为党员。成为讲解员后，每
每穿过渔阳里的石库门弄堂，共
产党人的骄傲总是油然而生。在
建党百年之际，周璐会更加深入

地去了解党史、团史和老一辈革
命家的故事，为更多青少年讲述
他们艰苦奋斗的革命事迹和革命

精神，让理想和信念照进更多青
少年心中。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在上海市杨浦区长阳路、荆
州路交界处，有一处环境优美的
绿地下沉式广场，全国首家以国
歌《义勇军进行曲》为主题的展
馆就坐落于此，也就是青年党员
李菁茹所工作的场馆。上世纪
三十年代，这里曾是进步电影
《风云儿女》的拍摄地，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
是该片的主题歌，我们的国歌
《义勇军进行曲》就诞生在这片
土地上。

在这里，一部电影、一首歌
曲、一座雕塑，都能还原岁月的
底片，唤起一段红色记忆。上海
作为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
也是中国红色文化的源头，党的
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
科书。“能在国歌诞生地讲述国
歌的故事，一直一来都让我感到
心潮澎湃，如今又恰逢建党百
年，正是需要我们这些青年党员
发光发热的时候。”上海市杨浦
区红色文化发展中心（国歌展示
馆）讲解员李菁茹说。

而从项目运营到场馆讲解，
非播音主持专业出身的她作为
一名国歌展示馆的讲解员，倍感
光荣的同时更感受到了身上肩

负的使命与责任。场馆里的方
寸之间都有过她反复探寻的身
影，为的是把握好场馆里每一处
的细节和走位；已经滚瓜烂熟的
讲解词她依然会细细琢磨，力争
每个部分的节奏把控和表现都
更上一层楼。

“我希望自己能在保证讲解
的专业性和严肃性的同时也让
观众感受到和这段历史走得更
近了一些。这就需要我在观众
的情感与国歌有关的故事之间
搭起一座桥梁，让更多的人走进
国歌、了解国歌背后的故事，体
会在百年奋斗征程中，全国人民
在党领导下团结一心，奋勇向前
的伟大精神。”李菁茹表示。

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在历
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璀璨的光
芒，而对于国歌和党的历史的
讲解不仅是面向观众的介绍，
也是她一次又一次感悟中国共
产党筚路蓝缕风雨兼程的过
程。在她看来，每一次讲解都
是精神上的洗礼，也让她更加
坚信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
导，才能实现“中国梦”，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国歌展示馆
讲解员 李菁茹

“讲解绝不仅仅是简单的背
稿、接待与表达，每一次的带队讲
解对我而言都是一堂生动的课
程。”生于1997年的杜璇宇是上
海大学图书情报档案系研究生，
从2019年冬天开始，她就开始在
上海大学校史馆内担任讲解员。

“馆内有许多历史故事，随着
我们讲的多了，了解得也更深
入。”对于老上海大学的历史，她
如数家珍。比如老上海大学是一
所名副其实的“红色学府”，曾是
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
的重要阵地，为中国革命和建设
培养了大批英才。上大也是中共
上海区委重要的活动据点，当时
在上大的共产党员数量占了整个

上海市的四分之一之多。“‘五卅
运动’中，上大师生以年轻的生
命，践行着革命誓言，写下了十分
悲壮的一页，这也是后来‘北大酝
酿五四精神，上大成就五卅精神’
红色记忆的由来。”

杜璇宇说，在讲述这些故事
的时候，她能感受到故事背后的
精神。“它并不是难以言喻的，因
为它会在你行动的过程中与你融
为一体。”溯源往昔，老上海大学
发轫于闸北弄堂，迁播于租界僻
巷，五年波澜壮阔的办学历程使
其红色学府名声不胫而走。新上
海大学合并组建后，也传承了老
上大红色基因，弘扬践行上海城
市品格。杜璇宇说，每一次讲解

都让她更进一步深刻领悟和理解
“自强不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
天下之乐而乐”的校训精神。点

亮信仰之光，自己也被这光芒所
照亮。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让理想和信念照进青少年心中

让党的光辉历史可看、可感、可阅读

每一次讲解都是一堂生动的课程

虽然到从虹口区图书馆调
到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不
过3年时间，但左联会址纪念馆
副馆长葛玮已经有13年党龄，
是一位年轻的老党员。他告诉
记者，每天与左联精神相伴，让
他深切地感受到，虽然历史已经
过去了八九十年，但左联精神对
当代人，尤其是当代年轻人依然
有着深远的意义。

葛玮是理工科出身，在到左
联纪念馆工作之前，其实对左联
历史并不太了解，所以他到了纪
念馆之后，就拼命研读左联历
史。当时纪念馆正在对展陈闭
馆升级，经常会请一些专家来开
会研究，葛玮就抓住这个机会，
积极向专家们请教。

葛玮告诉青年报记者，左联
历史给他触动最大的还是左联
五烈士的英勇事迹。纪念馆陈
列有一件布满弹孔的毛线背心，
这是左联五烈士冯铿英勇就义

时所穿。葛玮说，今年是建党百
年，同时也是左联五烈士在龙华
英勇就义90周年。这些烈士牺
牲时都很年轻，年纪最大的是柔
石，也不过29岁，年纪最小的是
殷夫，只有21岁。“他们就义时
比我们现在很多青年人都要年
轻，却为了革命而牺牲了自己的
生命。而且他们的家境普遍殷
实，却为了信仰，为了人民的幸
福生活而抛头颅洒热血，这种精
神令人震撼。”

今年是建党百年，风起云涌
的历史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人们
正在享受和平安宁幸福的生活。
葛玮认为，今天越是过得幸福，越
是不能忘记革命先辈的巨大牺
牲。对于青年人来说，他们应该了
解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这样才
可能知道未来向何处去。只有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国家的未来才
有希望，红色事业才能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青年报记者 郦亮

让红色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永恒的灯塔”——早期马
克思主义传播阵地又新印刷所
旧址，是首部《共产党宣言》中
文全译本诞生地。作为永业集
团负责又新印刷所平移修缮项
目团队的一员，年轻的党员曹
澄宇深感无限荣光。她参与了
又新印刷所旧址平移加固修缮
的整个建设过程。

又新印刷所原来的旧址经
过百年风雨，百年历程，房屋渗
漏、结构损坏严重，存在重大安
全隐患。曹澄宇见证了整个平
移前期三个多月的准备，通过
一个半月共六次平移，将这幢
宝贵的革命遗址移到现在的位
置；她见证了平移过程中创新
地进行了“华容道”让位，首次
运用液压顶移和平板车相结合
的施工工艺；她还见证了修缮
过程中，工匠们争分夺秒加快
修缮进度，从外立面，到木门木
窗，到外挑檐口，都努力做到精
益求精，最大程度恢复保护建

筑设计之初的样子。“在看到这
些场景、感受这份震撼的同时，
我深入了解现场施工工艺，及
时掌握项目成本控制重点难
点，提前进行风险识别，注重过
程控制，用青春的蓬勃力量展
现新时代中国青年党员的责任
与担当。”

如今，又新印刷所旧址“焕
新”后重新开放，作为红色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闪亮的新成员，它
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旧址中发
生的党史故事。曹澄宇深知，这
里的一砖一瓦都见证了中国共
产党人的革命精神。“作为一名
青年建设者，一名打磨历史时光
的匠人，我有幸站在两个百年的
历史交汇点，以匠人的双手，呵
护城市历史文脉，传承红色基
因。在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中，
怀揣着革命记忆，升华初心，践
行使命，切实展现永业人的初心
担当，为上海的建设发展添砖加
瓦。”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永恒的灯塔”照亮青年前进的道路

又新印刷所旧址
建设者 曹澄宇

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
副馆长 葛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