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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宝山区委创新思想引领与线下活动形式

在街道“九宫格”建立“青年社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梁
永安近日做客市西初级中学，为学生
们带来《追风筝的人》校园阅读分享
会。据悉，这本被誉为“终身五星小
说”的读本已经迎来出版的第13个
年头。

梁永安教授是复旦大学中文系
文学写作专业硕士导师，文学博士，
此次来和孩子们探讨《追风筝的人》
与少年真心。梁永安指出，哈桑和阿
米尔的身上浓缩了孩子们生活的历
史缩影，而风筝则象征着孩子们的愿
望。梁永安还与学生们探讨当我们

赤诚的少年之心遇到复杂世界中的
冲突矛盾，该如何化解、应对和相处。

此次活动也是上海市市西初级
中学丰富同学们课余生活的系列活
动之一。市西初级中学的语文教研
组长邵晶莹老师介绍，引进《追风筝
的人》的活动，就是希望可以让书香
进入校园，让语文教学不止步于课
本。市西初级中学欢迎优质读本走
进学校，为学生们带来更宽广的视
野。记者另从世纪文景处获悉，《追
风筝的人》印刷已破千万册。届时，
读书分享会还将走入全国更多的校
园，将其中饱含深意的成长课带给更
多学校、更多师生。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前晚，由复旦大学师生
创排的原创话剧《种子天堂》走进钟
扬教授妻子张晓艳教授的工作单位
同济大学，正式启动上海教育系统巡
演活动。本次巡演将按片区分步骤
走进本市教育系统相关单位。

钟扬教授生前系复旦大学党委
委员、研究生院院长、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组织部第六、
七、八批援藏干部，教育部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
得者，长期从事植物学、生物信息学
研究和教学工作，取得一系列重要研
究成果。2017年 9月25日，钟扬教
授在去内蒙古城川民族干部学院为
民族地区干部讲课的出差途中遭遇
车祸，不幸逝世，年仅53岁。钟扬教
授坚持援藏16年，在青藏高原跋山
涉水50多万公里，数次攀登至海拔
6000多米，收集了4000多万颗种子，
帮助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选国家“双
一流”学科，在西藏大学逐步建立起
了生命科学人才梯队。2017年，中
共上海市委追授他“上海市优秀共产
党员”称号，号召全市广大党员、干部

兴起向钟扬同志学习的热潮，牢记
初心使命、更好履职担当，努力当
好新时代全国改革开放排头兵、创
新发展先行者。同年，教育部追授
钟 扬 同 志 为“ 全 国 优 秀 教 师 ”。
2018 年中宣部追授钟扬“时代楷
模”称号。

钟扬教授去世后，在中央和市委
的统一部署下，本市教卫系统积极组
织开展传承弘扬钟扬同志“种子精神”
主题教育活动，通过党委中心组学习、
制播纪录片《师道·钟扬》专辑、参与

“时代楷模”钟扬系列宣传等多种形
式，与复旦大学共同努力，在全社会掀
起了向钟扬同志学习的热潮。原创话
剧《种子天堂》由复旦大学师生创编演
出，该剧用生动形象的表达方式，集中
展现了钟扬教授无私奉献、不畏险阻、
严谨求实的崇高精神。

诸多师生在观看后感言：虽然斯
人已逝，但是“钟扬精神”“种子精神”
仍在延续。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
系学院辅导员岑昱玮说，作为一名支
部书记，早已和支部内党员多次学习
钟扬教授的先进事迹，这次观看话剧
《种子天堂》又让自己对“种子精神”
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大学教授到中学开展阅读分享会

榜样的种子在校园成长
原创话剧《种子天堂》上海教育系统巡演启动

《种子天堂》剧照。 青年报记者 吴恺 通讯员 郑逸洁 摄

团市委在第十五次团代会报告中提出“青春上海”思
想引领行动要在线上坚持打造青少年网上意识形态，在线
下充分发挥团属阵地功能。团宝山区委基于此项内容创
新了传播形式，依靠宝山“社区通”线上平台传播团青信
息，在街道“九宫格”建立“青年社区”，打通线上、线下青年
沟通与服务路。 青年报记者 陈晓颖

“社区通”网络平台
让青年也“通社区”

“扫一扫宝山‘社区通’的二维
码，政策平台阅读了解，生活问题线
上汇报。”在宝山区友谊路街道办事
处，工作人员向社区年轻人推荐扫码
了解社区的线上“传声筒”。“社区通
是宝山区的社会治理线上平台。居
民可以在网上了解信息，找到组织。”
宝山团区委副书记孙洁介绍说，团宝
山区委如今也把青年工作放在了“社
区通”平台上。

在传达共青团上海市第十五次
代表大会会议精神工作时，宝山区友
谊路街道也利用“社区通”平台做了
线上推广尝试。据介绍，街道团工委
通过举办“主题学习会”“区域青年座
谈会”“团代表走进社区”“社区通微
团课”等多种形式进行专题学习。在

“社区通”党建栏目中，最近多了团代
会的授课内容。宝山区友谊路街道
团工委书记唐玮介绍说：“希望通过
网课将团代会精神带到基层青年中
去，号召和引导更多青年将思想和行
动统一到大会要求上来。”

线上网络搭建后，线下活动可不
能少。记者了解到，宝山区基层团组
织将活动与课程发在线上“社区通”，
凝聚青年活动则安排在线下“青春社
区”里。什么是“青春社区”？唐玮介
绍说，“青春社区”相当于共青团在居
民区的“实体门店”，“也可以理解为
宝山青年中心在社区的深化版。”据
介绍，目前街道按照井字形的主干道
划分为区域化团建“九宫格”。在每
个“格”中，软、硬件兼备的党建服务
站或者居民综合活动室则定为“青春
社区”。在“青春社区”，团干部、团代
表直面普通青年，以学习沙龙、交流
互动等形式开展小规模、接地气的宣
讲交流，拓宽团组织的覆盖面。

在硬件设置上，宝山区友谊路街
道团工委将对各青春社区设置鲜明
的共青团元素，用“青春气息”让社区
居民眼前一亮。在软件上，团组织希
望真正找到青年的兴趣和需求，通过

“微创意”让青年走出来。唐玮说，吸

引青年走进社区活动的“青年计划”
目前分为三步进行。第一步通过活
动吸引青年参与，团工委整合利用区
域化团建各类资源，以亲子活动等青
年兴趣度较大的活动作为切入点，让
居民小区内的青年不出小区就能在
家门口参加活动，吸引青年“走出家
门”。第二步凝聚青年骨干，通过多
次活动形成一支支固定的自组织，挖
掘青年领袖让团队自我运行起来，实
现“自治”。第三步引导青年积极参
与社区治理，发挥自组织魅力，让更
多的青年回归社区，为小区居民提供
各类志愿公益服务，为小区建设服务
出谋划策，引导更多的青年群体从社
区治理的“旁观者”转变为社区治理
的“参与者”。

解决“红领巾”“青创客”
“青困生”的诉求

团代会代表、宝山区少先队总辅
导员张婷妹会后一直在思考如何将
团代会精神与少先队工作结合，“少先
队组织可积极引导队员通过学习党
史、队史、革命史、抗日战争史和改革
开放史，回看‘走过的路’。此外，少先
队组织还可以带领队员们了解国际
时事，主动参与交流，比较‘别人的
路’，同时远眺‘前行的路’。”记者了解
到，后续团宝山区委将继续聚焦青少
年需求，不断提升青少年满意度、获得
感。眼下，学生们即将迎来暑假。解
决双职工家庭孩子“带孩”问题的“爱
心暑托班”也即将推出新一轮的招募
活动。记者从团宝山区委处获悉，今
年宝山将继续完成“爱心暑托班”政府
实事项目，拟开设30个班，服务将扩
大，预计覆盖到2400名小学生。

如今，青年服务工作已定向化。
团宝山区委面向青年创客提供了“创
客之家”青年创新创业项目。据介
绍，创业青年可以通过此项目了解到
创业政策，接受创业导师的“干货”分
享，并有机会加入微信群获得答疑。
在帮扶工作上，团宝山区委将继续开
展“爱心放送”“爱汇滨江”等品牌项
目，把服务的半径延长，以覆盖到更
多需要帮助的青年人。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落实《国家语言文字事业

“十三五”发展规划》要求，“新时代·
中国梦·我的故事”上海市大学生主
题演讲展示活动决赛昨天在上海外
国语大学虹口校区进行。

本次活动共收到上海市33所高
校选送的86个作品，其中包含10个

留学生作品。经过复选，共有来自华
东师范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11
所高校的共15名学生在决赛环节进
行演讲，其中，还有来自泰国、哈萨克
斯坦、摩洛哥和蒙古国的四位留学
生。比赛现场，选手们从中国文化出
发、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立足新时代，
展现了当代学生的文化自信，以及为
实现中国梦而放飞美丽梦想、书写美
好人生篇章的精神风貌。

“新时代·中国梦·我的故事”
上海市大学生主题演讲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