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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新闻]

为使主题教育“入心”
师生共创红色陶艺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如何用好
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让各门课都守
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
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
同效应？上海商学院艺术设计学院
正通过学院陶艺工作室的主题教育
学习研讨，运用浮雕、油画、陶艺等艺
术形式，从红色记忆、星火燎原、见证
力量三个层面，生动再现了艰苦卓绝
的战争岁月、建党建国的曲折历程、
民族解放的历史时刻，以艺术的“真
善美”见证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
并起到很好的思想教育效果。

相对于高校其他课程，艺术课程
在形式和内容中都蕴含着独特的思
政教育价值，但是究其根本，在于文
艺的价值追求和思政教育目标的内
在统一上。此次，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中，上海商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院长彭
才年从个人近期创作的两幅红色绘
画作品入手，回顾艰苦卓绝的战争岁
月。

学院教工党支部书记宋肖霏的油
画作品《见证》，入选《永恒的记忆——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
斯战争胜利60周年京沪美术作品联
展》。

学院党总支书记朱永莉表示，党
员教师们通过红色艺术作品的创作，
将自己的爱国主义情怀与坚定理想
信念融入其中，创作的过程也是继续
学习、深入研究、思想升华的过程，增
强了党员教师的党性修养和担当意
识。带领学生们共同创作，也让青年
学生们接受了更深刻、更立体、更生
动、更自然的理想信念教育，使主题
教育真正“入脑”“入心”。

“90后”博士生汪映晨
通过平台随时随地汲取知识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2019级
博士研究生汪映晨是一名“90后”，
也是一名中共预备党员。截至11月
20日，他的“学习强国”积分为12578
分，在所在支部排名第一。汪映晨是
从今年2月起开始接触“学习强国”
平台，每天坚持学习，截至11月末所
获得积分超过12000分。

“刚开始学习时，我心中有着一
种使命感。一方面这是中共中央主
管并面向全社会的学习平台，我对此
有所好奇；另一方面，作为预备党员，
立足于自身理论水平还不扎实的现
实，我渴望通过学习提高自身的理论
素养和思想觉悟，顺利通过考察期转
正。”汪映晨这样说道。

开始学习后，汪映晨越发被“学
习强国”平台的魅力所折服。在他看
来，与其他资讯平台相比，“学习强
国”在质量和内容上都更胜一筹。一
方面平台提供了即时的政治、思想等
内容，能让他快速了解国家大事与党
中央的重要精神；另一方面丰富的科
技、人文、历史等资料也极大地拓宽
了我的视野，真正让自己能够“秀才
不出门，而知天下事”。

因此，汪映晨说，在学习时除完

成每日任务，在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内
容时也会多看一看。虽然作为博士
生没有大块的空闲时间，但平台的便
捷仍然让自己随时随地都能从中汲
取知识。

不知不觉，“学习强国”就融入了
生活的点点滴滴，成为他一种习惯。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汪映晨说，还会
一如既往地继续学习下去。

“90后”外企党员陈惠珍
每天刷一刷“学习强国”已成习惯

“90后”外企党员陈惠珍，目前
就职于中粮国际（北京）有限公司上
海分公司。截至目前，她的学习积分
达到13403分，在黄浦区全体党员中
排名第一。学习体会《每天睡前“刷
一刷”，“90后”外企党员将“学习强
国”融入生活》于10月24日被“学习
强国”平台收录。

陈惠珍今年2月开始使用“学习
强国”APP，每日坚持打卡。“我身边有
些年轻人喜欢刷社交软件、看微博、玩
微信朋友圈，甚至一玩就几小时过去
了，虚掷了大好时光，占用了充实自我
的时间。如此消磨意志，现实生活和
工作就会提不起劲。而‘学习强国’不
同，它让人不断坚定政治信仰、丰富视
野开拓、汲取精神营养、激发内在动
力。”陈惠珍这样理解她的每日打卡。

实际上，做一件事容易，坚持做
一件事就要难得多。一开始的时候，
她每天打开软件，规定自己看四十分
钟到一个小时的新闻联播，听历史和
音乐方面的电台栏目，做一些党史知
识的必答题和挑战题，再看看首页上
的推荐内容，这样每天都能拿到积分
上限。在大半年后，积分不知不觉达
到了五位数，成了学习达人。

随着学习积分的累加，她发自内
心喜欢上了这个“理论宝库”。每天
刷一刷“学习强国”成了她调剂工作
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习惯。

前段时间还发生了一个小插曲。
有一天晚上由于加班，陈惠珍没有打
卡“学习强国”，一晚上的时间她的排
名就从全国五十五万掉到了六十六
万。这让她感到沮丧的同时，也意识
到了她有许多的“同道中人”，激烈的
竞争更激发了她自主学习的动力，从

“要我学”变成了“我要学”。
陈惠珍说，自己虽然就职于外商

企业，但党支部高度重视“学习强国”
的学习，企业深入开展党员学习活
动，通过采取树立标杆，党员互动的
形式促进党员同志们互相影响，共同
进步，定期开展学习交流，学以致用，
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公司的其他
的同志在全区全体党员排名中也名
列前茅。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
联合解放日报·上观新闻推出的“最
强学习者答题挑战赛”昨日正式启
动。赛程为期3个月，全程分为线上
答题和线下决赛两个阶段，包括8场
线上的知识竞赛，1场线下的“2019
年度‘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学习
者大会”，届时将覆盖全市所有学习
组织。

作为“学习强国”学习平台的省
级平台，上海学习平台于2019 年 2
月28日上线，围绕学习宣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主题主业，按照“深度融合、精品呈

现”的原则，以文字、图片、视频等多
种形式，为广大党员群众提供权威、
准确、丰富、新颖的学习内容。

记者了解到，此次挑战赛线上答
题，由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和上观
新闻平台联动开展。每期100道“多
学一点”题库，每周一至周五在上海
学习平台“今日推荐”和“奋楫新时
代”栏目里的部分文章的文末嵌入。

8 场线上答题将通过“上观新
闻”APP进行。以周为周期，每周六
上午8点开放当期竞赛入口，并同步
公布上周竞赛情况及相关榜单；次周
的周三晚上 12 点关闭当期竞赛入
口。每次答题共有 10 道，题目从
100道题库中随机抽取，包括单选题

和多选题，答题时间设置为 90 秒。
成绩按照准确率和答题速度综合计
算。答题有一次机会，分享答题可额
外获取一次答题机会。

根据安排，首期答题入口开放时
间为11月30日（周六）8：00至12月
4日（次周周三）24：00。首期题库于
11月25日（周一）至11月29日（周
五）上海学习平台刊登。以后每期以
此类推。

2020年2月，将开展线下“2019
年度‘学习强国’上海学习平台学习
者大会”，并开展知识竞赛的现场决
赛。参与决赛的10支队伍将从8期
竞赛累计成绩排名前10的组织中产
生。

“最强学习者答题挑战赛”正式启动

学习强国平台数据显示，上海党员用户日均学习参与度超40%

看90后学习达人如何每日打卡
据学习强国全国平台

提供的数据，今年 9 月开
始，上海学习平台月度浏览
量突破八千万人次。上海
党员用户的日均学习参与
度超过40%。全市各级党
组织通过加强学习管理、开
展线下激励活动，务求学习
成效，营造了“比学赶超”的
学习氛围，涌现出了一大批
学习积极分子。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沪上青年利
用空余时间，通
过“学习强国”
APP 了解国家
大事与党中央的
重要精神。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讲述国歌故事
杨浦青年勇争先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红色文化
蕴含着坚定的理想追求、丰富的革命
精神和厚重的历史内涵，是城市精神
和人文品格的力量源泉。

昨日，杨浦区文旅局团委联合国
歌展示馆青年中心共同举办“讲述国
歌故事 传承红色基因”区文化旅游
系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国歌精神讲解比赛。杨浦青年上台
PK讲解国歌故事，看谁的故事讲解得
更为生动。

据主办方介绍，此次活动自9月
起正式启动，历经两场初赛，选拔了9
部优秀作品进入最终决赛，以集体诵
读、个人诵读等形式，并以多媒体手
段、情景剧、配乐朗诵等为辅，回望
《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和诞生的光辉
历程，多维度展现国歌故事、青春风
采。9组作品24位选手用他们虔诚
而炽热的心，将最感人、激昂的国歌
故事与听众分享，把听众的思绪带回
到战火纷飞的年代。经专家和观众
共同评审，评选出“讲解之星”2名，

“风尚之星”3名，“潜力之星”4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