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四百年，青年责任代代相传

国福路51号，这里曾是复旦大学老校长陈望道的住所。这幢掩

映在绿意中的洋房经过修缮，于去年马克思诞辰两百周年前夕，以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的新身份，重新回到复旦师生和公众的视野中。

沿着褚红色的楼梯拾级而上，先生的藏书、手札以及相关珍档一

一出现在眼前……这一年间，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独立学术和自由精

神在这里汇聚，一起融入复旦人的品格。

展示馆面向公众开放伊始，校团委“星火团”就加入了展示馆志

愿讲解员团队，在接待一批批参观者的同时，志愿者也在服务中受到

教育。校团委组织院系的团支部书记等基层团干部参与到志愿服务

中，发挥望道旧居讲解志愿者的辐射作用，引导一批批青年树爱国

心、立报国志。

在大家看来，在旧居的讲解经历，从来都不是简单的个人独白。

这里闪烁的梦想之光，让讲解者同样能够从历史中得到鼓舞与激励。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三年级学生陆婷婷是该志愿者服

务项目的队长。她多次为望老家属和党史专家做过讲解，遇到讲稿

中不甚详细的地方，她都会抓住机会向前辈们请教，据此补充了不少

珍贵的史料细节。更让她欣慰的是，志愿者队伍日益壮大起来，不少

人正是在听完讲解后现场报名加入的。“我们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党

员，要勇立时代潮头，以开疆辟土的闯劲和踏石留印的韧劲，为共产

主义信仰传播和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陆婷婷说道。

对同济大学来说，“一·二九礼堂”等积淀着特殊历史意义的校园建

筑与重要纪念日也都是教育载体。校团委常常利用微信、微博等新媒

体平台，开展相关展览纪念活动，组织同学服务队志愿讲解，以“一堂团

课”为依托，挖掘文化资源中的核心价值引领功能，寻求红色文化、传统

文化与高校思政教育的契合点，引导师生成为革命精神的守护者和实

践者，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入眼”“悦耳”“合意”“走心”。

树爱国心 立报国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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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如一道闪电照亮了历史的天空；2019年，青年接续奋进书写新篇章。

一百年五四，青年之精神始终如一；五四一百年，青年之责任代代相传。连日来，各大高校如

火如荼开展起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活动，向青春力量致敬，传承时代精神。当下，上海学

校共青团也聚焦政治引领主责主业，努力在学校“大思政”工作格局中发挥生力军作用。

青年报·青春上海记者 刘昕璐

上海财经大学学联调研部充分依托“上财青年”公众号平台，利用

网络新媒体，开展各类青年调研，通过话题讨论、调研长图展示、调研

报告推送等全流程设置，以问卷形式引发青年积极参与网上讨论，通

过调研数据分析呈现青年学习生活的所思所想，在调研报告中结合时

代背景、青年特征进行深入分析，并针对调研结果进行相应的政治引

领和引导，充分发挥网络新媒体的政治教育功能。

今年五四期间，“上财青年”平台调研板块还特别设置“观青年”和

“青年观”两大主题调研板块，以期通过调研对青年精神风貌进行客观

画像，同时实现对青年的思想政治引领。

依托“华政青年”微信平台，华东政法大学团委最近一年来，发起

了更多系列线上“微调研”活动，以学生易接受、便捷参与的新型调查

方式，结合热点事件，开展专题调研，系统收集学生学习、生活、情感等

方面的数据资料，并形成调研报告，为学校相关职能部门走进学生、了

解学生、引导学生、服务学生提供基本支撑。校团委认为，此举亦可以

及时了解学生需求，有效提高学生服务工作的精准性和有效性。

校团委表示，将进一步通过找准社会需要和青年关切的结合点，优

化供给，探索从“内容供给”向“产品供给”转变，逐步实现从满足学生需

求进而创造和引领学生需求，并进一步发挥学生会官方微博、微信等平

台作用，主动建网、用网、占网，将团员青年的“朋友圈”变为传递正能量

的“生态圈”，将团员青年的“浏览量”转变为团学工作“点赞量”。

朋友圈变正能量“生态圈”

有效掌握和运用青年人的话语体系，把政治

引领与成长服务相结合，正成为许多学校共

青团探索和实践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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