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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在做的事
就是明天的历史

“97年前走进这片石库门时，二大
代表的平均年龄不过是29岁。他们也
都是青年人。在那个时代，他们肩负民
族希望、齐聚辅德里，高擎旗帜、披荆斩
棘，在革命道路上勇当急先锋。用这样
的精神鼓舞现在的年轻人，是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
范基地的职能所在。”中国二大会址纪
念馆党支部书记、副馆长尤玮告诉记
者。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
人有一代人的使命。现在的辅德里仍
然有一群充满责任感、使命感，富有激情
的年轻人驻守，他们是纪念馆的普通工
作者，是来自各行各业的志愿者……

“80后”、“90后”是他们的“主力军”。在
平凡的岗位上，他们履行着圣地守护者、
党史研究员和理论宣传兵的岗位职责。

建党时期的共产党员是一批“开
眼看世界”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力量
改变了中国现状，这才是不忘初心的
本源力量。把这些故事讲好，是能给
像林政豪这样的现代年轻人带来感
动的。

“过去的年轻人所做的是我们现在
所知的历史，今天我们在做的事就是明
天的历史。90多年前的青年在思考、在
行动，现在的青年人也同样需要思考一
下，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在“80后”的尤玮副馆长看来，做
好历史的守护者和传承者，这是她的使
命。“学好知识，今后成为国家科技发展
的中坚力量。”“95后”的工科生林政豪
给出了这样的答案。

95后工科生当上讲解员，党史倒背如流

对党心生向往的他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7月的上海闷热难当，位于静安区
老成都北路7弄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
纪念馆，前来瞻仰的人依然络绎不绝。
7月9日下午4：00，1996年出生的上海

大学研究生林政豪套上红色马甲，在胸口别好“二大会址志愿
讲解员”的徽章，戴上耳麦，调整了一下音量，开始了他当天的
最后一场讲解。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当志愿者就是初心
他愿意坚持也乐在其中
“1922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二大，

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会
议，创造了多个第一，它与党的一大共同完
成了党的创建任务。这次会议，就是在我
们脚下的这片石库门里召开的，当时这里
还叫辅德里625号，是中央局成员李达的
寓所。这个开会地点的选择，也颇费了一
番周折……”林政豪的讲述，很快带领人们
走入了97年前的风云变幻中。

快一年的志愿者讲解生涯，让林政豪
变得驾轻就熟。当天的观众中，有几位戴
着红领巾的小学生，总是站在最前排，听得
很认真。林政豪会经常向他们发问。“你们
知道辅德里有三重身份吗？”他特意多留了
些时间给小朋友玩一玩高科技的多媒体互
动设备。

“小朋友、年轻观众都比较喜欢这些高
科技的展示，讲解中就要多点互动。岁数
比较大的，对内容会更关注，也比较懂，所
以要时刻准备回答一些即兴提问。”

这个上海大学测试计量技术与仪器专
业的研二学生，去年10月报名成为了二大
会址纪念馆志愿者。本科时热衷志愿服务，
但多数是扶老、支教等，去年考研考到了上
大，二大会址纪念馆在学校招志愿者，“刚巧
我曾经来参观过，印象很好，就报名了。”

经过3次考核，他才正式上岗。一周
一次，从早上9点开始到下午4：30结束，中
午休息2个半小时，人多的时候基本都不
停地讲，嗓子哑了也不知道。但他还是喜
欢，尤其是讲完观众鼓掌的时候。

“可能因为这是我的初心吧。”林政豪
说，他喜欢做志愿者，享受为人民服务的感
觉，所以他愿意坚持，也乐在其中。

从曾经的怯场
到党章历史倒背如流
“这是我们的党章历程展厅。在各位

的右侧看到的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党章
的全文，共计6章29条2700余字。”这是林
政豪最喜欢的专题展厅之一。

玻璃展柜内陈列着中国共产党自诞生
以来所产生的所有党章或党章修正案，指
尖轻触屏幕，“泛黄的纸页”便会在眼前依
次展开，犹如一部可“触摸”的党史。

党章历程厅的尽头，60余种各个时期
的珍贵党章版本铺满整整一面墙，这只是
二大会址纪念馆1300多本馆藏文献中的
一小部分。每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都是一
段厚重的历史。

“我们能看到不同年代不同版本的党
章，其中最珍贵的是这一本，就是当初张人
亚父亲捐献上来的，因早期中共文献资料十
分稀少，最后交由中央档案馆保存。这本是
复制件。”林政豪指着其中一本娓娓道来。

“当讲解志愿者，第一步就是要背讲解
词，拿到手我吓一跳，一共十几页纸，近1
万字。我一个工科生，看到背书脑壳都
疼。”当时最让他犯难的，就是党章这块。

“其他还好，只要熟悉了场馆，就可以发现
每部分讲解词都会和场馆的意义相对应。
但是对于党章的发展历程我当时不了解，
又涉及到了很多年代、修改部分，就觉得很
难啃。”林政豪说。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三大，只做
了个别条文的改动；1925年1月上海召开四
大，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层组
织，并且规定将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的职
务改称为‘总书记’……”如今，已经看不出
他曾经的怯场，从首部党章到最新一部党章
的诞生历史、条文变化，他都能倒背如流。

成为志愿讲解员后
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未及一年，林政豪觉得自己不仅

知识面拓宽了，对党的理解也更深
了。那一代年轻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让
他心生向往。他告诉记者，在讲解过
程中，自己曾有过很多被打动的时刻。

他感动于早期共产党员张人亚
将党的珍贵文献秘密带回老家交予
父亲保管时所嘱托的“这是比我生
命还重要的东西”，父亲将这批“红
色档案”完好保留到解放后，并捐献
给国家，使得目前为止仅存的首部
党章原件得以为后人所见。

他也钦佩于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
一王尽美在来沪参加中共一大时，把
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尽美，只因一腔“尽
善尽美唯解放”的执着信念，并真切地
将27年生命都赋予了这一信仰。

第一次在馆中看到彭湃烈士在榕
树下当众烧毁自家地契只为向贫苦农
民宣传革命的场景，林政豪感到热血
沸腾。再一次在《信仰》纪录片中看到
同样场景，他依然觉得激情澎湃。

“一开始一知半解，感想没那么
多。随着了解的深入，真的会觉得那
一代人很了不起，而且当时的他们也
都和我们一样年轻。他们担起了国家
的脊梁，我们也应该要担得起。”说这
话时，这个23岁的青年人显得豪气万
丈。

就在成为志愿讲解员之后不
久，林政豪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本
科的时候我并没有入党的想法，是
成为讲解志愿者后才萌生了这样
的想法。”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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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了解的深入，真
的会觉得那一代人很了不
起，而且当时的他们也都
和我们一样年轻。他们担
起了国家的脊梁，我们也
应该要担得起。

“

”林政豪在向市民讲解党史。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