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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博物馆里看上海“凝聚力工程”创新发展

“红领巾”讲述城市发展温暖篇章
今年暑假，泸定中学的

孙晓涵第一次与上海凝聚力
工程博物馆相遇。绿树掩映
的百年中山公园里，这座博
物馆讲述了“凝聚力工程”的
创新发展。从8月上岗成为
博物馆首批小“宁”心红领巾
讲解员，孙晓涵一次次讲述
起这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介
绍一位位令人钦佩的党员干
部，叙述一个个温暖人心的
故事。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现场讲解对孙晓涵来说是个挑战。
之前她参加过一些讲解比赛，不过在场馆
内讲解还是第一次。上海凝聚力工程博
物馆为小“宁”心红领巾讲解员提供宣讲
展示平台，还从讲解员站姿、引导手势等
基本功到讲解技巧，一步步开展系统性培
训。“我7月参加了第一次培训，第一次来
到博物馆就有一种很独特的感觉，有种被
红色历史笼罩的庄严。”孙晓涵说起当时
的感受，“等我第二次来就有熟悉的感
觉。之后我还参加了8月的培训，已经有
了亲切感，我觉得我有责任把凝聚力工程
的故事讲给大家听。”

在动作设计上，在语调把握上，孙晓
涵都有自己的理解。“我还和我的外婆探
讨过，在适当的时候加入上海话，并用上
海话和观众进行交流。”孙晓涵说。上海
话的加入让首次讲解增色不少，与观众的
互动也很自然。

当孙晓涵讲起长宁区家喻户晓的“小
巷总理”朱国萍的故事时，她就会加入手
势。这是这样一个小故事：有一年夏天雨
量特别大，雷电让虹储居民区十余户人家
停电，居民们赶紧向物业公司和电力部门
打电话，得到的答复却是：“这件事和我们
不搭界。”朱国萍听后，立马赶到现场，对
居民们大声说：“这件事和我搭界，和我们
党总支搭界。”她一面安抚群众，一面协调
相关部门查明原因，抢修电路，最终恢复
了居民区的正常生活。“三十多年在居民
区的工作经历，朱国萍老师始终关心服务

群众，让大家感受到了她的真情实意，也
让我对朱国萍老师的尽职尽责感到敬
佩。”

戴着红领巾的孙晓涵，通过有条理的
讲解为前来参观的游客描述了一幅幅生
动的场景画面，讲述一位位令人钦佩的党
员干部，叙述一个个温暖人心的故事。

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方面介绍，此
次一共挑选了9位优秀的学生成为博物
馆的讲解员，每所学校只有一名，“此前，
我们经过多次培训和考核，主要考核讲解
员的讲解流畅度和形体的表现等，我们会
给小讲解员们评分，只有符合我们的上岗
要求，才会安排讲解员上岗。”

孙晓涵作为首批上岗的讲解员，无疑
是其中的佼佼者。至今她已经正式讲解
了三次，而第一次讲解的紧张心情她还历
历在目，“我不断地提醒自己要放松，于是
试着深呼吸，慢慢地消除紧张感。”这几次
讲解提升了她的表达能力，也拓宽了她的
知识储备。通过与他人分享，更加深了
孙晓涵对于凝聚力工程的理解，凝聚力工
程就像一面旗帜，引领着人们前进。“作为
少先队员，我也会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
走。让我们在凝聚力工程中努力成长，为
祖国的明天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老弄堂的石库门到现代化的高楼
大厦，从居民生活的点滴到社会治理模式
的不断创新，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方面
介绍了以“了解人、关心人、凝聚人”为主
要内容的“凝聚力工程”从长宁区华阳路
街道起步，迅速推广到全市，逐步发展到

“凝聚党员、凝聚群众、凝聚社会”的历程，
见证了上海基层党建推动发展、服务群
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工作实践，也记
录了上海的城市发展历程与社区变迁的
点点滴滴。

“进入二十世纪 90 年代，随着改革
开放的不断深入，上海出现了‘三个百
万’‘三个三年大变样’的城市发展过
程。在这样城市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
下，当时，华阳路街道的党员干部不等
不靠，坚持为群众开展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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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晓涵的讲解
就从这里开始。

要讲述1990年前后华阳路街道的故
事，对孙晓涵来说有点难度，因为她当时
未出生，没有亲身经历，但爷爷奶奶给她
讲了不少老故事。她知道，当年万航渡路

是上海典型的棚户区，区域面积小，人口
密度高，贫困居民多。遇上大雨天、大雪
天等极端天气，这片地势低洼的棚户区就
要经历“屋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街道
党员干部会赶去居民家铲积水，了解每家
每户的情况。

博物馆沉浸式展项《典当弄》就是用
复原场景与微电影重塑，真实还原了二十
世纪90年代华阳路街道棚户区万航渡路
1254弄的生活场景。“这辆自行车当时是
党员干部走街串巷，访问居民时所使用过
的。”孙晓涵指着展项里的自行车介绍，她
还用上海话讲起了弄堂里另一件展品水
龙头，“看这个水龙头，上面上了一把锁，
这把锁意味着每家固定的用水位置，也提
醒我们要珍惜水资源。”

来到万碗寿面庆重阳油画前，孙晓涵
讲起场景背后的故事。原来华阳路街道
在每年的重阳节当天，会为70岁以上的
老人举行集体庆重阳祝寿的活动，最初街
道为老人送上的是菠菜加蛋面，在当时的
条件下，半颗鸡蛋已经是非常珍贵。随着
经济条件改善，街道干部们又把菠菜面换
成了大排面，难得吃一次肉，老人家们心
里非常开心，但当老人用松动的牙齿吃完
大排，面已经坨了。后来街道干部想了一
个办法，他们把大排上的肉拆下来搓成肉
圆，为老人们提供了最适合口味的肉圆
面，“万碗寿面融入了街道干部对老人的
关心，三碗面的小小变化也让老人们从心
底感到高兴和幸福。”

三碗庆生长寿面背后的变化故事 凝聚力工程像旗帜引领人们前进

▲红领巾讲解员。
▼典当弄复原场景。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常鑫

上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