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年报见习记者 林千惠

本报讯 站在三尺讲台上，
王公龙已有二十七载。开创并
持续运用“问题牵引教学法”，让
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教学“活”
起来；课程从上海党校走到全
国，30多个省市广播电视及新媒
体的转载、三亿人次受众；越过
海洋走到海外，获得多个国家国
际学员的赞誉。

王公龙是上海市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会长，中宣部文化名
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家重
大课题首席专家，获评全国先
进工作者、上海市先进工作者、

上海市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教
学名师……在党的理论教学
上，这位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始终倾注心
血，致力于打造一堂堂高质量
理论专题课。

扎根党课多年，讲好高
质量理论

扎根党的干部教育事业二
十七年来，王公龙始终以讲好理
论课为己任，以高站位、高质量、
高水平为导向设计和打磨专题
理论课程，先后在中共上海市委
党校主体班次开设理论专题课
20多门。连续承担上海市各级

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
十九大、二十大、二十届三中全
会等轮训班的授课工作，听课人
数共计数万人次。

在王公龙的理解里，讲好
课、讲透课，要先理解课。为此，
他坚持自学原著，逐步加深对马
克思主义的理解。一册薄薄的
《共产党宣言》，他都要逐段理清
思路。面对课堂上学员们五花
八门的问题，他认真钻研理论，
专程到图书馆梳理学生常问的
问题，总结出27个核心问题，并
打印成稿随身携带，“无论怎么
问，都逃不出这27个问题。”王公
龙说。

在教学方法上，王公龙不断
探索，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问题
牵引法”，将教师主导与学员分
组讨论结合起来。“我讲40分钟，
他们分组讨论 20 分钟，既有学
习，也有学员们的讨论和竞争。”
他介绍道。多年教学中，王公龙
的课堂始终充满新意，学员们评
价：“听了多次王老师的课，每次
都有新收获，每次都能感悟到理
论的魅力和真理的力量。”

精品课来铸魂，让党课
走近大众

“讲党课，是为了铸魂，让人
有理想信念。”王公龙说。如何

让人能消化吸收，更好铸魂？不
仅是要讲好课，更要讲“精品
课”。2011年，中央党校首次推
出精品课评选。为了打造真精
品，王公龙开始打磨自己的课程

“《共产党宣言》及其当代价
值”。“精品的党课精在哪里？要
有导向性、问题意识、国际视野，
老师表达出来也要流畅。”他强
调。为了达成这样的精品稿子，
他反复打磨十几稿，最终，在第
二届获评中央党校精品课。

目前，王公龙连续参与打造
“十九大精神十九人讲”“二十大
精神二十人讲”系列多媒体党
课，经中央网信办推荐，该课程
覆盖全国30多个省市广播电视
及新媒体平台，百家重点网站转
载，受众超3亿人次。同时，王公
龙还先后4次在党的“一大”“四
大”纪念馆举办“初心讲堂”讲
座，讲座通过网络面向全市传
播，受众逾百万人次。

中国故事跨海，带去经
验和智慧

给中国人讲课，也给外国人
授课。一门门党的精品课程，远
渡重洋，先后来到亚非拉国家以
及德国、美国、西班牙等国。让
外国学员们感受中国故事，品读
中国理论，这并不是件容易的

事。语言障碍、文化观念……他
遇到的障碍重重。如何讲出去、
讲到学员心里？王公龙尝试了
很多办法。

精心设计对外教学课程，从
设计选题、撰写中文提纲和中文
讲稿、翻译成英文讲稿、制作英
文课件、搜集视频资料、反复试
讲和修改……一堂专题课的完
成先后经过10多道工序。“真正
效果好的课是相互启发，在问问
题的过程中，表达出自己的观
点。”王公龙说。一次，他给墨西
哥学员讲课，对上海的垃圾分类
方法进行了讲解，以生动的例子
和细节来打动人。

一个个生动的案例，阐释新
时代中国理论、中国经验和中国
智慧，得到了各国学员的充分肯
定。中联部专门发来感谢信，部
分教学专题被录制，作为中联部
对外教学的示范性课程。同时，
王公龙还多次赴美国、巴西、阿
根廷、古巴、墨西哥、摩洛哥等国
交流或访学，讲授新时代中国日
新月异的变化，走出国门传播中
国声音。

“我们做的工作就是铸魂的
工作。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把
党的思想理论讲深、讲活讲透，
让人有信仰、有信念。”谈及对党
理论的传播，王公龙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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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勇争先实干家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本报讯 青年与上海何以双
向赋能？为更好推动青年参与
到“十五五”规划建议征集中来，
团普陀区委目前正携手各街镇
首次面向社会招募100位青春建
议征集员，共同编制“十五五”青
年发展专项计划。5月4日，恰逢
青年节之际，普陀区纪念五四运
动106 周年主题活动在UBOX 桃
蔓里社区举行。活动邀请六位
来自不同领域的青春建议征集
员为普陀区发展建言献策。与
此同时，普陀区也正在为青年搭
建更完善的服务平台。在两者
的双向奔赴下，“青年在城区更
有为，城区对青年更友好”的城
市发展理念正不断落实落地。

青年为城建言献策
活动现场，来自高校、企业、

媒体、青年创业者、社区志愿者
等6位青年代表和AI建议官“小
A”，围绕城市更新、安居就业、创
新创业、青春经济、新消费新动
能等青年人关心的话题为普陀
区发展建言献策。

普陀区“校园合伙人”暑期
政务见习学生、复旦大学上海医
学院2023级研究生温湘祥通过
发放问卷，调查分析了大学生选
择普陀作为扎根逐梦的理想之
城的几大要素。其中安居政策、
就业政策、创业支持是吸引人才
的关键因素。但他认为城市与
青年的关系不应该只是吸引与
被吸引的关系，而应该是共筑和

共享的关系。他号召普陀区企
事业单位为在校大学生提供更
多实习见习舞台；补充青年夜校
服务点为青年提供更多充电课
程；增加青年驿站和人才公寓数
量，并进一步降低申请门槛；制
作安居就业政策一览图，打破线
上线下信息壁垒。

普陀区创青协副秘书长、上
海屹秋科技有限公司CEO韩瀚在
对1000家上海企业进行调研后，
现场分享了自己关于打造更加
贴合青年创业者需求的营商环
境的思考和看法。调查问卷显
示，受访者对营商环境评价中得
分最低的两项为市场基金的可
获得性和政府扶持。44%的受访
者认为自己面临的挑战在于资
金短缺，52%的受访者需要加强
融资支持。

对此，他从资金支持和创业
成本两方面提出建议。“政府可
加大资金支持，制定人才补贴政
策、采取前置补贴政策。譬如，
普陀区创新里科创产业空间为
企业提供 30 万元至 50 万元补
贴，入驻即发放。除了研发费
用，办公室资金和人才安居也是
企业两大成本。目前长征镇已
实施提供200平方米2年以内免
租政策，还为本硕博学生每月提
供1500元~5000元安居补贴，对
接期间可享受 3~6 个月的住房
补贴。”他认为，这些试点政策目
前已初具成效，希望进一步推广
到其他街道社区。

听了几位青年围绕安居、创
业资金问题提出的建议，普陀区

委书记胡广杰指出，今年是“十
四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十
五五”规划的谋篇布局之年。普
陀正处在爬坡过坎、转型发展的
关键时期，比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青春力量、青春智慧。当前，普
陀正加快建设沿沪宁产业创新
带，打造“引力场、智汇源、创芯孵
化器和服务中心”。他希望青年
在科技创新中展现作为，围绕老
旧小区改造、“半马苏河”建设等
工作，在城市更新中贡献智慧，聚
焦消防安全、垃圾分类、物业费调
价等治理难题，积极参与“两楼一
平安志愿者”工作，在基层治理中
凝聚力量。目前，普陀团区委正
面向社会招募100名青春建议征
集员，为普陀区凝聚青年力量。

城区为青年搭建平台
普陀也在为青年完善全方

位的服务。普陀团区委相关负
责人介绍，团区委通过多渠道问
需青年、问计青年，对全区涉及
青年发展的政策、服务、活动做
了系统梳理，并推出了全区层面
的“一站式”青年服务包，全方位
助力青年在普陀“留得下、住得
安、能成业”。

为更好吸引和服务好各类
来普陀的青年人才，现场还发布
了《普陀区支持青年人才集聚发
展若干措施》，围绕求职、创业、
安居、生活、成长等五大方面为
青年提供优质岗位开发、建设青
年驿站、金融投资对接等政策扶
持。即日起，随申办同步上线

“青年成长服务一站式平台”，以

及普陀区服务青年十大项目，为
青年的活动日常提供“一站可
达”“一键可申请”的便捷通道，
助力青年一站式找政策、找活
动、找项目。

现场，普陀区与同济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
政法大学共同发起“桃李共生·
高校青年社区实践计划”，重点
围绕城市更新、社区营造、志愿
服务等领域，深挖在地资源，为
高校师生参与社会治理搭建更
多平台。

作为首批青春建议征集员，
桃浦镇阳光威尼斯四期青春社
区主理人、青年志愿者何伶珺对
此服务大加肯定。“获得感薄弱
是当前青年参与社区治理面临

的现实阻碍之一，‘桃李共生·高
校青年社区实践计划’的发布，
将从制度支持、资源倾斜和品牌
打造上，助力青年从‘住客’真正
成为‘社区合伙人’。”

“如何依托普陀的高校资源
优势，让大学生积极参与到青年
发展型城区的建设中来是我们
今年落实青年和城区‘双向奔
赴’的一大抓手。”团普陀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通过暑期社会实
践等项目，鼓励大学生参与社区
治理、社区营造。而针对他们的
优秀提案，团区委和桃浦镇将共
同进行孵化，“这是一个双向赋
能的过程，城区的焕新离不开年
轻人的加入，我们要做的就是让
青年的光能被看见。”

青年关心的事就是大家的事
五四青年节，首批青春建议征集员为普陀“十五五”规划建言献策

王公龙：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百万听众

王公龙在讲台上。 受访者供图

会议现场。 青年报见习记者 朱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