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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从北京回来后，吴娜被周围同事
和宣讲会听众问得最多的内容就是十
九大大会现场的情况。比如，习总书
记作报告过程中现场响起了71次热
烈掌声，这些鼓掌是有人“领掌”吗？

吴娜坦言，其实去北京出席十九
大之前她自己也有这个疑问，但真到
了大会上，根本没有人“领掌”，71次
鼓掌都是代表们自发的、发自肺腑
的。“一开始大家还等一个段落或者
一个句号结束时鼓掌，后来一些很接
地气的话语从习总书记口中说出，比
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
的’，虽然这句话后面是个逗号，但大
家很认同、很激动，不由自主地鼓起

掌来！”
这次出席十九大，吴娜对上海代

表团内部良好的氛围印象深刻。一
次在分组讨论会上，吴娜说到“听了
报告感觉很‘燃’”，代表团里年纪稍
大的几个代表不熟悉这个新词，会后
还向吴娜提问“燃”是什么意思，吴娜
解释说“燃”是很振奋、很有干劲的意
思之后，大家也说：“真的很‘燃’。”

回到上海后，吴娜一天也没有休
息就回归工作岗位，而且马不停蹄地
出席各方面的十九大报告宣讲会，半
个月内已经讲了7次，“有企业内部
的，也有边检、街道等机场党建联建
单位的。”吴娜说道。

回到岗位后半个月已宣讲7次 十九大代表吴娜：

要有“使命感”不断学习“新技能”

吴娜认为学习十九大报告，就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 受访者供图

10月26日，十九大代表、虹桥机场80后安检员吴娜回到上海后，没
有休息一天就投入到了工作岗位，半个月时间内她已主讲党的十九大报
告宣讲会7次，而且“宣讲计划”目前已排到了11月底。昨天下午，吴娜
依然在岗位上奔忙，作为一名青年安检员，她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青年、
安全、交通强国等内容尤其关注。吴娜对年轻同事们说道：学习十九大
报告，最终还是要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出贡献。

青年报记者 刘春霞

一本十九大报告单行本，已经被
吴娜读了二三十遍，每次去主讲十九
大报告宣讲会，她总是要再把报告通
读两三遍，然后根据不同的听众，找
当天着重要讲的章节、语句。对于报
告单行本46页“使人人都有通过辛
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这个段
落，吴娜感触很深，“我也是一名年轻
党员，这个章节说明党和国家对于青
年人的重视和关心，而且这种重视和
关心不是停留在表面上，而是有制度
规划、机制保障的，是有实质性意义
的，所以我对我身边的青年同事讲得
最多的也是这个章节。”

青年人的成长，要经历几个阶
段。吴娜在给一所中学的同学们宣
讲十九大报告精神时，用自己的亲身
经历说明青年应该走怎么样的职业
道路，“我民航中专毕业就做了安检
员，开始时只觉得制服‘酷’，这本身

是一种职业荣誉感。但实习上班第
一天，我就遇到了难题，一个口袋里
有一个打火机的男性旅客说‘你来我
口袋里取出打火机啊’，我一个19岁
的小姑娘顿时脸红了，是师傅帮我化
解了难题，这件事说明我们在工作中
有很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吴娜还对同学们说，一份工作，
光有热情远远不够，还要有“使命感”
和“新技能”，所以她不停地学习新知
识，还参加了两届上海机场集团的

“技能比武”。
作为虹桥机场的一名青年安检

员，吴娜对十九大报告中关于青年、安
全、交通强国等内容尤其关注。她表
示，新时代已经开启，未来的蓝图也已
经描绘出来，“我们要仰望星空，更要
脚踏实地，学习、宣讲十九大报告的目
的，就是要在各自岗位上实践十九大
报告提出的种种目标和要求。”

用亲身经历告诉青年应该怎么走职业道路

大会上没人“领掌”都是代表们自发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国家“双一流”建设方案
中明确将上海音乐学院列为一流学
科建设高校。时逢上音90周年校庆
之际，学校传出喜讯，这所中国最早
的高等专业音乐学府将站上新的历
史起点。其举措之一便是为打破我
国演奏家、表演家长期“无博士”困
局，将首招弦乐和声乐方向博士生，
同时与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联合培
养高级演奏家。

始建于 1927 年的上海音乐学
院，最早确立了中国专业音乐教育的
专业建制与学科体系，同时也是全国
最早建立硕士、博士、博士后流动站
的完整教学、科研体系的音乐院校。
最早的一批博士包括桑桐、江明惇
等，成为上音发展史上的灵魂和领军
人物。

然而，目前国内表演学科还只有
硕士学位。博士培养层次的缺失，被
视为我国音乐高等教育体系的一块
明显短板，也是国内各大专业音乐学
院的集体之痛。如何以改革求突破，
以创新破瓶颈？

上音在前期充分酝酿、周密筹备
的基础上，决定参考欧美两种不同的
模式，分别进行闯关突围。

一条路是探索设立表演专业博
士学位点，包含指挥艺术、声乐表演、
弦乐演奏、钢琴演奏、民族器乐表演、
现代器乐与打击乐等方向，2018年
将率先在弦乐（小提琴）表演艺术研
究和声乐（美声）表演艺术研究两个
方向进行招生。

上音研究生部主任张巍教授对此
介绍说：“上音历来学术严谨，在做博
士点方向的论证时，首先要充分考虑
学科建设的规律和艺术发展规律。”

一般而言，学科建设的内涵可包
括特色方向、学科队伍、人才培养、科
研项目、学术成果、平台环境等六个
方面。只有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构
建，有学科发展引领的基础，才具备
设立博士点的资质。在上音表演专
业博士学位点论证上经过多方讨论
后，率先确立下声乐（美声）表演艺术
研究和弦乐（小提琴）表演艺术研究
两个方向，以期树立起学科建设的标
准和标杆。

在探索设立表演专业博士学位点
同时，上音的另一条路是与德国汉堡
音乐与戏剧表演大学（HfMT）达成协
议，双方联合培养高级演奏家，并颁发
质量标准与HfMT现有标准完全一致
的证书，相当于行业内的博士学位。

据悉，该项目学制为两年。第一
年在上音，第二年在HfMT。双方将
组建成立联合培养指导委员会，德方
也分别派出各三名专家教授参与教
学。

上海音乐学院表示，学校近年来
致力于拓展各项国际合作平台，构
筑开放的国际化办学模式，包括上
音-英皇联合学院、上音-伯克利现
代音乐院以及中欧三校（上音-李斯
特-肖邦音乐学院）联盟等，通过与
世界一流音乐院校开展的校际合
作，聚合全球精英，培养国内顶尖、
国际一流的拔尖音乐人才与创新型
领军人才。

设立表演专业博士学位点 联合培养高级演奏家

上音探索顶尖表演人才培养模式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我，19岁，大二暑假埋
下投身西部的种子，用一年时间做一
辈子不会忘记的事，这是我的青春使
命。”“我，19岁立志踏上科研之路，
这样的青春奋斗、无悔。”……昨天，
一堂别开生面的思政微课在上海举
行，上课的不是老师，而是来自沪上
各大高校的大学生，他们结合实际生
动讲述自己与十九大的故事，以朋辈
教育、身体力行的方式做马克思主义
理论的学习者、传播者、践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
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
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
希望。”为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深入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提
升当代青年大学生马克思主义信仰，
促进大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在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上海市教委的
指导下，上海市学生德育发展中心、
上海学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共同主办了这
场大学生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活动，
当日共有来自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上海戏剧学院、上海大学、上
海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理
工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等11
所高校的马克思主义社团学子参加
活动。

接地气、近民生成为本次活动的
最大亮点。围绕“我与党的十九大”
的主题，上海大学生从你我身边的十
九大入手，讲故事、道家常，用朴实无
华的语言讲述自己对国家新时代新
变化的所见所闻所感。

据悉，本次学习活动是上海教育
系统继组织上海高校全面启动党的十
九大精神进思想政治理论课集体备课
会、召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术论坛、成立上海学校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
究中心等之后，学习宣传贯彻落实十
九大精神的又一创新性举措，也集中
展示了上海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
的建设成果。

11所高校11个马克思主义理论社团比拼“微课”

学子生动讲述“我与党的十九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