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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曲”与“主题年”
严丝合缝

焦扬说，这“三部曲”与“主
题年”有着严丝合缝般的紧密关
系。

2020年，复旦大学结合《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本首译百年的
重大历史契机，启动“红色基因
铸魂育人工程”，培养“宣言精
神”的忠实传人，把“信仰之源、
真理之甘”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把复旦红色基因融入立德树人
血脉，为实现“第二个百年”目标
培养好接续奋斗者。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复旦以此为契机实施
了“党旗领航铸魂育人”项目，以
党建领航思想政治教育、领航教
师教书育人、领航教育教学改
革，完成“四史”微课程、红色资
源库、支部生活案例、主题党日
方案、精品教材、课程思政教学
案例、实践育人基地等党建思政

“7个100”系列建设任务。
今年是共青团成立百年和党

的二十大召开之年，站在向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征程进
入重要时刻，为此，复旦正在策划
实施“强国追梦铸魂育人”行动，
巩固扩大党史学习教育成果，引
导青年学生把爱党爱国之情进一
步转化为报国志、强国行，自觉践
行“请党放心、强国有我”的铿锵
誓言，自觉走上青春梦想融入复
兴梦想的人生之路。

焦扬介绍，复旦将通过一系

列项目推进，加强师生的历史观
教育、时代观教育、成才观教
育、创新观教育，形成育人共
识。在访谈中，她还提及两名

“出圈”学子，以此强调学生“强
国有我”的志向要与报国奋斗的
行动自觉相结合。

一名学子是去年7月1日天
安门前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
表们集体致献词领诵员之一冯
琳，在近日复旦大学2022年拟录
取推荐免试研究生名单公示榜
上有名。

焦扬说，当时，她作为观礼
代表，就在青年方阵一边，“请党
放心，强国有我”这8个字直让人
感到朗朗青春之声震彻心扉，她
相信，全体共产党员包括全国人
民都看到了未来的信心和力量。

另一名被提及的学子则是
引发大量媒体关注报道、延续
11年情缘“少年与桥”故事里的
主角。“强国追梦，就是要有更多
的青年把铿锵誓言变成具体行
动。”焦扬说。

让红色育人场域
激发情怀和斗志

作为党的诞生地，上海有着
丰富的红色资源。焦扬感到，红
色文化的巩固和传播，上海有着
特别好的育人场域，而红色育人
场域又会自然而然激发大家的
很多情怀和斗志，也因此，复旦
在开展“铸魂育人三部曲”时，深
挖学校红色文化资源，打造出近
在身边的红色育人新场域。

除了复旦大学《共产党宣
言》展示馆，复旦修缮建成玖园
爱国主义教育建筑群，落成烈士
纪念雕塑、新建陈望道雕塑、修
建宣言广场，承建12个新时代
上海基层党建创新实践基地中
唯一的高校基地，设立上海市新
时代高校党建创新实践基地，用
党建最新成果教育师生。

大师剧、原创话剧，红歌快
闪等特色，也让育人实践愈加在
丰富的艺术场景中走心走实，让
真理味道的故事一代代讲下去，
让红色基因植根更深。

“星火”队走进
中小学校园

作为思政教育立德树人的
重要力量之一，复旦大学《共产
党宣言》展示馆“星火”党员志愿
服务队的故事因总书记的重要
回信而广为传播。这个群体，在
近两年里逐步壮大，不仅各名队
员成为自己所在班级、专业的

“领头雁”，他们还与中小学校园
牵起了手，努力让“真理之甘”更
广泛地润泽学生成长。

焦扬说，坚持主渠道与主阵地
的协同是新时代大中小学思政教
育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点，“星火”队
带头推进大中小思政课一体化建
设，进一步探索大学生社会实践和
中小学生课后服务对接通道，努力
把“真理的味道”从展馆带进中小
学校，将红色资源转化为“活教
材”，用宣言精神、望道故事推进思
政教育横向互补、纵向衔接。

把18岁成人仪式
置于红色地标

持续弘扬红色文化，让市人
大代表，奉贤区教育工作党委副
书记、局长施文龙感到，教育工作
者责任重大，使命在肩，特别是在
青少年群体中开展好红色教育，
意义非凡。

施文龙说，从奉贤区来讲，区
委区政府高度重视红色资源的挖
掘，比如，已经对奉贤县委旧址进
行了很好的保护和改造，带领一
批批青少年接受身边的红色教
育，传承红色基因。“以我们曙光
中学为代表的一批学校，都把红
色教育作为学校的办学特色，用
好以我们身边的奉贤县委旧址为
代表的区域红色资源，让这些资
源真正在学校的红色教育当中发
挥课程资源的最好作用，并深入
融入到课程，让同学们了解到在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这片土地
所经历的光辉历程。”

施文龙介绍，“中共奉贤县委
旧址原为“潘公祠”，1927年8月，
这里创办私立曙光中学，同时秘
密成立中共曙光中学特别支部，
这也是奉贤境内第一个中共党支
部，也是奉贤点燃革命星星之火
的地方。如今，这里是奉贤区级
革命文物保护单位。

“目前，曙光中学正在创建上
海市特色高中，届时，就将创建以
红色教育为主题的特色学校。”施
文龙说，除区域内红色教育资源
的应用之外，未来还将把红色教
育作为立德树人的重点工作持续
推进。

施文龙表示，未来，将鼓励更
多学校将高中生18岁成人仪式
置于中共一大会址等红色地标、
教育基地举行，要用好红色资源，
更通过这样一种仪式化的教育，
让高中生在成人仪式现场再次深
刻体验和回顾我们党的发展历
程，从而树立远大理想，厚植青少
年爱党爱国的情怀。

进一步挖掘
红色资源里的故事
市人大代表、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常务副校长徐建刚认为，伟
大建党精神与上海城市精神、城
市品格密切关联，红色文化、海派
文化和江南文化三者之间又构成
上海文化的特质，而红色文化在
整个上海文化中又始终指引着未
来方向、具有引领作用。

如今，上海已经对红色资源
做了新一轮的摸底，梳理出五四
运动到上海解放前612处红色遗
址、旧址、纪念设施和场所。

徐建刚认为，要更充分发挥
这些红色遗址、旧址、纪念设施和
场所的作用。“历史是回顾过去，
更要面向未来。也因此，上海更
要结合城市精神和文化软实力，
进一步挖掘红色资源里的故事，
特别是挖掘出对当下具有启示意
义的人和精神，使得一代代年轻
人为理想而矢志奋斗。”

反映中国共产党创建历程的
热播剧《觉醒年代》缘何打动青年
观众？徐建刚认为，除了基本的
史实以外，更重要的是100年前
的“90后”，他们为了民族国家可
以牺牲个人的奋斗精神，这一点
是足够触及心灵的。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
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随着剧情的
推进，于那一批进步青年寻求救国
救民之路的热血岁月中，当代青年
共同敬仰那个时代的先辈，那样一
个又一个大写的中国人。

因而，徐建刚建议，下一步，
上海要在这些红色资源里，进一
步挖掘红色资源里的故事。“红色
资源必将会继续激励广大青年，
引领青年把爱党爱国之情化为报
国志、强国行，以时代青年之名，
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做出自己应
有贡献。”徐建刚还期待，年轻人
应树立大志，不负韶华地去做一
件“后代一定会超越、但永远会被
铭记”的“大事”。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立德树人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大学的根本任务。
在此次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
表，上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
校长万荣在接受青年报采访时
说，对上海海洋大学而言，就是
要培养一大批能够堪当国家海
洋强国战略大任的时代新人。

上海海洋大学的创校使命
是“渔界所至，海权所在”。在万
荣看来，这寄托着学校对海洋学
子最深厚的期望，这也是一种最
直观的立德树人。

“海洋和陆地环境不一样，这
句话的意思就是，渔民打渔到什
么地方，那么我们的海洋权益就
会到什么地方。”万荣说，学校首
先要为每一位海洋学子树立维护
国家海洋权益这个宏大决心，体

现国之大者的责任和担当。
其次，与海洋相关的工作面

临的工作环境比较艰苦，于是，
上海海洋大学提出，每一位海大
学子都要把敢于“搏浪天涯”作
为海大人的精神基因而根植于
心。“学生们必须要有志向，立志
于报效国家的海洋事业，如此，

他才会有坚韧的精神在科研第
一线坚持下来，否则，离开陆地，
坚持下来实为不易，要成为一个
优秀的海洋科学家，那就更不易
了。”万荣说。

据介绍，学校把“搏浪天涯、
为国拼搏”这样一种精神品德，
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始终，并围绕
于此，建立了以《大国海洋》为代
表的一系列课程思政体系，把海
洋意识、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嵌
入到专业教育中。课程思政除
了科学知识的传递之外，还有科
学家品格和奋斗故事的传扬，使
得年轻一代始终能够在一种榜
样的力量指引下前行。

万荣希望，海洋学子始终牢
固树立远大理想，以奋斗之我，
演绎青春之我，坚持把论文写在
祖国的江河湖泊和世界的大洋
大海上。

焦扬代表：引领青年把爱党爱国之情化为报国志强国行

复旦大学打造“铸魂育人三部曲”

万荣代表：把论文写在大洋大海上

用好红色资源 赓续红色基因

把18岁成人仪式搬进红色地标

今年市人代会上，市人大代表、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在接受青年
报专访时说，复旦正在打造“铸魂育
人三部曲”思政教育育人载体，引领
青年把爱党爱国之情化为报国志、强
国行，自觉践行“请党放心、强国有
我”的铿锵誓言。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上海坚持以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持续弘扬红色文化、海
派文化、江南文化。此次上海两会上，记者专访两位
市人大代表，他们都指出，丰厚的红色家底使得上海
拥有得天独厚的精神力量，我们应进一步用好红色
资源，赓续红色基因。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施文龙代表 徐建刚代表

焦扬代表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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