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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多次参与宣讲
为青少年根植红色精神
“我是红领巾讲师团讲师许

多，来自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
馆。这次要给大家讲一讲‘以民
心为我心，永远跟党走’的故
事。”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宣
教陈展部负责人许多有多重身
份，既是长宁区青年讲师团成
员，也是红领巾讲师团成员。

从一名一线的博物馆讲解
员，到如今带领团队6人的宣教
陈展部负责人，许多的宣讲能力
毋庸置疑。她所在的上海凝聚
力工程博物馆讲述了改革开放
以来，上海基层党组织保持同人
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关心服务群
众的故事。

许多说，她在宣讲时，以上
海改革开放的时代变迁为主线，
会利用馆藏资源，用新旧对比照
片向青少年展示改革开放前后
上海城市建设和人民生活发生
的巨大变化。“1990年前后的长
宁区华阳路街道是上海典型的
棚户区，我展示了一组以当年孙
家宅、西新街棚户地区老照片为
蓝本的旧区实景模型，随处可见
老虎灶、煤球炉，孩子们的课余
活动就是在洗衣服的水泥板上
打乒乓球。如今的青少年，压根
不知道什么是棚户区。”通过一
系列新老照片的对比，许多会告
诉青少年，当年面对群众的困
难，华阳路街道干部不等不靠，
坚持开展“串百家门、知百家情、
解百家难、暖百家心”的“四百”
走访温暖人心活动，最初的凝聚

力工程就是从这里开始。她粗
略估算，进社区进校园，一年参
与的宣讲超过50批次。

春秋航空团委副书记王建
秀的宣讲经历同样丰富，除了在
集团面向团员和青年开展主题
教育团课外，她还参与过黄浦区

“我的二十大”青年宣讲，在市水
务行政服务中心宣讲“学习二十
大，争做新青年”主题团课。

在普陀区“靠谱同心圆服
务站”活动中宣讲时，王建秀以
奋斗、担当、温度为关键词，讲
述起科技创新中的青年力量，
说起了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为
来沪新市民、青年和一线务工
人员带来的城市温度。这场新
青年微宣讲让“两企三新”团员
和青年“共享”城市温度，感受
到城市温暖。

培训结合自我学习
提升理论水平

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是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7
月 28 日，市委书记陈吉宁来到
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向基
层一线代表宣讲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与他们交流学习
贯彻全会精神的心得体会，指
出要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和
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自觉
当好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促
进派、实干家。

这让许多深有感触，接下
来在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
三中全会精神要求的基础上，
如何结合青少年工作，做好全
会精神宣讲成为新的挑战。“作

为讲解员，对讲解内容要反复
准备和练习，就算同一个故事
的讲解词，面向党员、学生、居
民或外籍友人都要准备很多个
版本。全会精神的宣讲，也需
要细细打磨。”

就在8月8日，许多参加了
上海市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
中全会精神基层理论宣讲骨干
培训班，听专家学者对全会精神
进行解读，培训后，她又加强了
自我学习。“未来我会继续讲好
红色故事，讲好‘凝聚力工程’的

故事，用新颖的方式与青少年交
流，也希望更多青少年来到上海
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实地了解。”

王建秀 最 近 也 在 加 强 学
习。7月初，她参加了在中央团
校举行的“两企三新”团员青年
骨干专题培训班。7 月 24 日，
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航空有限
公司全体员工回信，强调弘扬
优良传统坚持改革创新，在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促进两岸交流
合作上积极发挥作用。她也召
集了集团团员青年学习回信精

神。就她个人而言，她会继续
艰苦奋斗，坚持改革创新，努力
提升自己的政治素养和工作能
力。坚持扎根一线，聚焦员工
需求，推动更多青年人才政策
和服务落地。坚持以身作则，
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团结带领
春秋青年立足岗位、建功立业，
推动青年成长成才与春秋高质
量发展同频共振。“按照计划，
这个月我们就将安排学习贯彻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继续
做好宣讲工作。”

团长宁区委组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青年宣讲团

让理论宣讲“声”入人心

辞职回崇明创业

陆慧慧：很骄傲我是个农民！

团长宁区委正在组建长宁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青年宣讲团，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宣教
陈展部负责人许多和春秋航空团委副书记王建秀都是宣讲团的主力成员。两位青年宣讲经历丰富，最近她们

还在不断学习，结合自身工作重新打磨宣讲稿，努力让全会精神的宣讲“声”入人心。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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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30岁时，陆慧慧做
了一个让周围人都大吃一惊的
选择，放弃了在上海市区的稳定
工作，回到崇明创业。14 年过
去，陆慧慧已经成为绿华镇农旅
产业的带头人，先后获得了上海
市巾帼建功标兵、上海市三八红
旗手、最美崇明人的荣誉称号。
她说自己做过的最正确的事，就
是选择了回乡建设这条路。

2009年10月31日，上海长
江隧桥正式通车。这个大事件，
改变了陆慧慧的人生轨迹。

2010年，她辞去了上海亚通
股份有限公司客运主任的工作，
那是她在亚通公司工作的第十
个年头，每个月拿着5000多元的
工资，生活稳定。

“我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大桥

开通后，崇明的游客肯定会越来
越多。这里的文旅产业有很大的
发展空间。”辞职后的她，在老家
绿华镇绿港村改建了原有的老
屋，利用父母给她的2亩地，种植
了新鲜的绿色蔬菜，以现采现做
的方式，经营起一家以崇明农家
菜为主打的农家乐。2010 年 9
月，“桔香园”农家乐正式开业。

“一条路，你不往前走，怎么知
道是不对的呢。”如今，陆慧慧觉得
自己做得最正确的事，就是这个一
时冲动下做出的决定，让她回到了
家乡，在这片土地上建设事业。

“原先都说酒香不怕巷子
深，但时代变化非常快，再香的
酒也需要你多去宣传。”陆慧慧
说，崇明大力发展生态旅游业，
给很多人带来了机遇，要抓住这
个机遇，也需要不断适应时代需
求。她的创业路，就是不断求

变，不断学习的过程。
从最初传统的农家乐，到

2012年成立桔苑农家乐专业合
作社种植柑桔，陆慧慧开始了农
家乐和农产品“两条腿走路”的
探索模式。她承包的农田也从2
亩扩大到了几百亩。桔香园从
提供简单的农家乐，升级为可住
宿、可采摘、可进行乡野拓展活
动的乡村旅游休闲度假地。

2015年前后，崇明推进市区
农产品专营店建设，借助这个机
会，在崇明妇联的牵头下，陆慧
慧和其他姐妹在杨浦区陆续开
了13家崇明姐妹农产品直营店，
以组团的方式向外推销崇明地
产农产品。“刚开始的销售成绩
很好，业绩高的店单天营业额可
以超过 2 万元。”陆慧慧告诉记
者，“但随着盒马、叮咚等线上新
零售平台的出现，我们的线下门

店逐渐失去了人气。”2019年，最
后一家直营店闭店，这不免对她
的农产品销售造成一定影响。

她没有气馁，将目光转向
“朋友圈”和直播平台。“通过朋
友圈，我可以向几千个人‘打广
告’，只有做出口碑，一条夸赞的
朋友圈又可以让更多人看见。”
每天的业务量再次增多。如今，

“网上配送到个体客户”成了陆
慧慧新的业务增长点，她的微信
通讯录里足足有9402个人，这都
是她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人气。

为保证农产品质量，她与结
对的女科技工作者骨干一起下农
田，学习种植、栽培技术，听取村

民意见建议。“我这样的人可能需
要不断保持学习状态。”今年起，
她又开始参加短视频应用培训
班，从携程、小红书到抖音、微信
视频号，“我觉得都来不及学。”

10 多年前，家乡是一张白
纸，10多年后，已徐徐展开画卷。

“我学历不高，家庭背景也一
般，但是既然选择了回乡建设，就
坚持一路走下去。”陆慧慧说。

陆慧慧说，她还记得自己第
一次参加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第
一节课教的口号就是“我是农民
我骄傲”。“起初喊着有些害羞，
但慢慢地我真的觉得：很骄傲我
是个农民！”

许多对青年团员开展宣讲。

“新农人”陆慧慧带货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