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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党史学习小屋。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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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孝和，浙江宁波鄞县人，在
上海励志英文专科学校读书时参
加爱国学生运动。1941年5月
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由党
组织安排进杨树浦发电厂工作。
1946年，在“上电”工人“九日八
夜”罢工斗争中表现出色，当选为
厂工会干事、工会常务理事，为维
护工人利益，不顾特务威逼，领导

工人与厂方斗争。
1948 年 4 月被捕，备受重

刑，坚贞不屈，以监狱与法庭为
战场揭露国民党的罪恶。同年9
月30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枪
杀，年仅24岁。

“大爷爷牺牲前，爷爷曾去狱
中探望。当时大爷爷的状态让爷
爷觉得心痛，他戴着脚铐，身负酷

刑。当时大爷爷对爷爷说，他是
为共产主义事业而牺牲的，不要
忘记他这个哥哥，等待光明的到
来。大爷爷嘱咐爷爷和家人一定
要‘坦坦荡荡做人’。”王顺分享时
动情地说道，爷爷后来牢记大爷
爷的嘱托，前往安徽山区支援三
线建设，并且始终坚守在那里，直
到最后一批返城。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音乐界有很多红色
经典，但这些经典背后的故事又
是什么？近日，上海音乐学院杨
赛研究员在上海市军队离休退
休干部活动中心主讲了一场特
别的音乐党课，通过介绍和分析
各个时期的红色经典，让青年师
生和离退休干部一起，老少共学
党史，颇有意义。

这场名为“坚守初心·传递
信仰·逐梦新时代”的音乐党课，
以韩咏蓉老师和陈梦涵同学合
作的快闪《唱支山歌给党听》开
场，吸引了全场的关注。随后，
杨赛讲述，王译琳、孟雪、苏美
玲、陈梦涵表演，这样的音乐党
课形式，让观众迅速进入了学习
的氛围。

杨赛以建党题材原创歌曲
《走进这扇门》的创作与传播过
程为线索，介绍了他们团队以坚

守初心为宗旨，以四史为素材，
创作出《唱响中国梦》系列、《风
月同天》抗疫系列、上海花博会
系列 30 多首歌曲，创办音乐党
课，打卡红色地标，弘扬上海红
色文化。

杨赛表示，这些红色歌曲传
递信仰，具有行进的力量和浪漫
的情怀，在军事斗争中统一了思
想，鼓舞了斗志、凝聚了人心，发
挥了重要作用，是人民军队致胜
的精神武器。在场的军队离退
休干部仿佛又回到了火热的军
营，在几位青年歌唱家的引领
下，伴着韩咏蓉老师的钢琴，纵
情高唱，党课现场气氛十分热
烈。

此外，杨赛还以上海市黄浦
区建党九十九周年声动党课原
创歌曲《锦绣中华》为线索，讲述
了青年一代共产党员的使命与
担当，从四史中汲取力量，传承
红色经典，唱响时代精神。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童宽 雷禹

本报讯 一张张老照片、一
页页泛黄的会议文件、一个个鲜
活的历史人物……这些记录着
时代印记的各类图片，在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党史学习小屋里
整齐地陈列着。走进这间小屋，
仔细品读每一块展板上的历史
故事，仿佛置身于那段激情燃烧
的岁月。由中共上海市委党史
研究室指导，上海交通大学医学
院精心打造的“初心之地 红色
之城——上海·党的诞生地”为
主题的党史学习小屋最近开启，
这为党史学习增添了一份生动
的教材。

党史学习小屋撷取中共一
大、二大会址纪念馆与中共四大
纪念馆的馆内精华，挑选了百余

张历史资料的照片，主要分为伟
大开端、崭新局面、力量之源等
三大部分，再现中国共产党筚路
蓝缕的奋斗历程；勾勒中国共产
党在上海留下的红色印迹；展现
中国共产党人为上海城市精神
所注入的红色基因。

小屋内还摆放着《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
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等多
本党史学习教育经典图书，同时
设有多媒体教学，利用电视、学
习强国APP、微信公众号等载体，
搭建了“码”上学党史、红色云展
馆、党史小自测等平台，参观者
们可以直接通过手机扫码进行
阅读并分享，让师生多角度、全
方位了解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和历史性成就，让党
史学习教育走心走实走深，让红
色历史深植广大交医人心中。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作为一名嘉兴籍
的党员，南湖红船的故事从小就
烙印心间，如今追随当年革命前
辈的脚步来到上海求学，在红色
学府上大赓续红色基因，我的成
长经历在上海与嘉兴这两个城
市中扎根，而这两座城市的渊
源，却在百年前就因‘中共一大’
以红色的名义结下……”“爱嘉
学子红色悦读宣讲团”成员、上
海大学社会学研究生董思琦，为

嘉一附小的弟弟妹妹们带来了
一堂特别的宣讲课：《跨越百年
的青春》。昨日下午，2021年嘉
定区全民阅读活动暨“书香古
镇”阅读提升计划启动仪式在嘉
一附小演艺中心举行。

4月以来，嘉定镇街道深入
开展“爱嘉学子红色悦读行动”，
得到各学校和同学们的广泛参
与。红色家书家家读、红色经典
漂流、阅读分享、专家导读、作品
征集等一系列活动，激发出青少
年学党史的兴趣。

在活动现场，还有一个特殊
的媒体团——前不久，一支名为
阿拉1+1新闻小记者团的队伍
正式成立，这些小记者平均年
龄不到13岁，他们手持相机、三
脚架和采访提纲，认真地记录
着他们的所闻所见所感。据指
导老师朱宏介绍，他们每周都
会在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和
文明实践分中心开展培训和实
践活动，这些小记者们正在成
为活跃在各个学校的小小党史
宣传员。

从17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到24岁英勇就义

“大飞机”青年追忆英雄“大爷爷”

嘉定镇街道的一堂悦读宣讲课：

95后给10后“播下”红色种子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党史学习小屋“开”在校园里

上海音乐学院：

音乐党课传递红色信仰

昨日下午，位于张江科学城的中国商飞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团委以
一场别开生面的青年学党史阅读马拉松拉开了党史大学习序幕。在阅
读分享环节，一位特殊的“大飞机青年”上台做了分享，他就是龙华烈士
王孝和的孙辈、材料部团支部书记王顺。“我从5岁记事起，就听爷爷讲
述了王孝和的故事。”王顺的爷爷王康勇是王孝和的亲弟弟，比哥哥小了
12岁，王孝和是他的“大爷爷”。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如今，大爷爷离开我们已
经 73 年了，爷爷也已经于 2006
年离世，弥留之际还嘱咐我们全
家一定要记住大爷爷的这个嘱
托。这个嘱托，激励着我们一
家，更将我心中埋藏的共产主义
星星之火彻底点燃。”

2019年，大学毕业的王顺选
择加入中国商飞，成为建设大飞
机事业的一分子。“我一个人的

力量可能微不足道，但是如果中
国14亿人都能像先辈一样，踏
踏实实、甘于奉献、勇于担当，中
国梦的实现一定水到渠成！。”

眼下，王顺家关于王孝和烈
士的遗物已经移交给了上海龙
华烈士陵园，包括老照片，以及
当年报道过王孝和事件的报纸
等。“在烈士陵园纪念馆中，可以
让更多人学习和传承孝和烈士

的故事。”
“大爷爷是一个拥有崇高共

产主义信仰的革命烈士，他不会
白白牺牲，我们家里世世代代都
会继承他的精神。”王顺坦言，王
孝和的事迹对自己三观的建立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也为自
己从事大飞机事业奠定了主基
调，那就是在平凡的岗位上，踏
踏实实工作，为国家奉献自己。

继承革命烈士的奉献精神

舍小家为大家的英雄壮举

王康勇（左）与王孝和（右）。
受访者供图

作为孙辈的王顺现场分享王孝和烈士的英雄故事。青年报记者 郭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