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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通讯员 孙都 吴语桐

本报讯“在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青年一代
使命在肩，我们要勇于创新，敢
于奋斗，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以青春之我助力科技强
国。”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
院2022级自然地理专业博士研
究生李喆，结合自己参加中国第
38次南极科学考察经历，阐释
自己对建设海洋强国的理解。
这是华东师大主题教育系列微
视频《强国目标是什么》中的一
集。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主题教育，华东师大党委宣传
部策划拍摄制作了《强国目标
是什么》，13 集主题教育系列
微视频通过 13 位专家学者的
理论阐释、朋辈青年的实践讲
述，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
根、深入人心。

多学科专家助力
理论宣讲有高度

华东师大主题教育系列微视
频《强国目标是什么》，以习近平
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
出的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
强国、交通强国、科技强国、网络
强国、农业强国、海洋强国、贸易
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文化
强国、体育强国十三个强国目标
为切入点，以把握精神实质为立
足点，邀请教授们进行解读。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
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远
发展之大计。”社会发展学院院
长文军教授谈及人才强国时表
示，要破立兼顾，深化人才发展
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激发制度活
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才制
度体系。

“中国要走向制造强国，其
本质就是要让中国的基础研究
与前沿技术保持领先与突破。”
软件工程学院执行院长蒲戈光
教授在阐述制造强国时表示，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把创新作为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科技自

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就
能抢占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的先机，构筑未来发展战略
优势。

“只有文化真正强起来了，
才能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
活力，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精神力量。”马克思主义学
院陈红娟教授围绕国家之魂，对
文化强国进行了解读。

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
从各自研究的视角出发，抓住强
国目标的基本内涵与价值意蕴，
深度、透彻地进行阐释分析，充
分调动起读者共鸣。

推动实践支撑
理论宣讲显温度

以多维主体为支撑点，除专
家学者外，系列微视频还邀请了
来自马克思主义学院、地理科学
学院、河口海岸科学研究院等院
系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
研究生，让一个个青春面庞在镜
头前讲述身边的强国实践。

地理科学学院2022级自然
地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李喆结合
自己参加中国第38次南极科学
考察经历，阐释了自己对建设海
洋强国的理解。生命科学学院、
孟宪承书院2019级的木合迪斯
同学则动情地讲述了交通强国
带给家乡发展的变化。

青年学生们结合自身的感
悟，通过朴素的语言、生动的
故事，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将深邃的思想内涵与青春的
话语体系相结合，真情实感又
有声有色地讲述师大故事、中
国风貌。

这一系列微视频特邀设计
学院师生团队担纲制作，以创
新理论宣讲为着力点，以平均
每集两分钟的视频体量，契合
当下师生和大众的信息接收模
式，实现时时可学、学有所得，
使主题教育既能“面对面”也能

“屏对屏”。
系列微视频上线一个月来，

累计观看量逾66万。华东师大
还充分发挥各学科优势，不断深
化主题教育理论研究阐释。

高校邀青年学子
讲述身边的强国实践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聚焦学思践悟新思
想，昨天下午，第四十七期“初心
讲堂”以“凝心聚力 再立新功”
为主题在中共四大纪念馆举
办。此次活动特邀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
长王公龙，新国脉数字文化股份
有限公司发展党支部书记、公司
高级督导、市十二次党代会代表
王煜晓，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
限公司上海客运段高铁一车队
党支部书记、列车长、党的二十
大代表顾蓉做客现场，与上海人
民广播电台首席主持人秦畅一
起，以纪念馆特色品牌“三人谈”
形式进行。

“我们一直在致力于文化加
科技的融合，通过新的模式来传
播、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
元宇宙赋能文化创新。”“未来发
展的主要力量是年轻人，所以我
们的文化发展一定要适应年轻
人的需求，这个需求不仅是内容
的需求，还有方式的需求，这种
方式就体现在科技这个层面。”

“中国发展到这个阶段，对我们
每个行业、每个领域、每个个体
都提出新的更高的要求，面对快
速变化的时代，我们一定要敢于
创新，勇于创新。”三位嘉宾结合
本职工作，共同探讨如何通过参
与主题教育学习，碰撞出思维的
火花。嘉宾们围绕推进“文化自
强自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

“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
品质”等热门议题进行探讨，结
合主题教育的开展，分享探索数
智党建的建设之路与创新应用，
并通过生动的案例向观众们阐
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
的新举措，推动党的创新理论工
作深化、内化、转化。

说到元宇宙赋能，值得一提
的是，“数字赋能大思政课——
中共四大纪念馆元宇宙场景展
区”也已于近日上线，通过打造
网络化、数字化、可视化的新型
红色场馆，让红色文化、国旗文
化真正“活起来”。记者了解
到，该“数字赋能大思政课——
中共四大纪念馆元宇宙场景展
区”，是全市首个上线的红色文

化元宇宙展区，在全国也较为
领先。观众可以通过四川北路
公园内指引牌扫码链入小程
序，将镜头对着中共四大纪念
馆国旗广场前“上海革命遗址
旧址纪念设施元宇宙展区”，即
可进入全市16个区的AR场景，
将上海共计 612 处革命遗址旧
址图文信息在漫步中尽收眼
底。该元宇宙场景展区与纪念
馆“拍一拍”馆前铜版地砖获取
重要党史图文摘要，“扫一扫”
步道掌握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
内85处红色革命遗址和纪念场
馆信息有机结合，共同构筑起
崭新的中共四大纪念馆红色文
化数字传播矩阵。

“初心讲堂”是由市委组织
部、市委宣传部作为指导单位，
依托中共一大纪念馆、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中共四大纪念馆为
核心阵地，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主题主线，利用上海丰富的红色
资源和学思践悟新思想的实践
资源作为生动教材的党员教育
新载体。

中共四大纪念馆举办“初心讲堂”

团市委一行赴张江镇开展主题教育调研活动

在青年最操心的领域主动奋斗

本报讯 为深入开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活动，昨日上
午，团市委书记上官剑一行到浦
东新区张江镇开展“党建带团建
背景下的团干部队伍建设”主题
教育调研活动。市委主题教育
第七巡回指导组组长程绣明、市
委主题教育办调研组相关组员
参加调研。

调研活动以实地考察及座
谈交流的形式进行。与会团干
部及青年代表结合自身岗位和
成长经历，畅谈青年团干部如何
成长成才，积极分享在党、团、队
育人全链条工作中的金点子和
好想法。大家表示，团干部队伍
有朝气、有活力，希望党组织能
给予团干部们更多关注，提供更
多舞台和空间，多压担子，让团

干部在党组织亲切关怀下，练就
过硬本领，堪当时代重任。

团浦东新区委主要负责同
志赵辉茂就浦东新区共青团干
部队伍建设作工作汇报。张江
镇团委书记蔡娱乐围绕“区域化
团建赋能团干部队伍建设”交流
了工作经验。

团市委书记上官剑在讲话
中指出，要牢记总书记嘱托，把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与团
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
话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同习近平总
书记对浦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
结合起来，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结合
起来，同学习团十九大精神结合
起来，学出政治忠诚，学出使命
担当，学出斗争精神，学出清醒
坚定。要找准工作切入点，把共

青团作为成长的平台、攻坚的擂
台和展示的舞台，找准应为、能
为、善为的切入点，在党委最关
心的地方扛活出力，在青年最操
心的领域主动奋斗。要善于破
解难题，落实党建带团建机制，
配齐配强团的工作力量，推动将
团建重点难点纳入基层党建工
作整体布局，与基层党建同部
署、同推进、同评议。

调研组一行还实地走访了
张江镇党群服务中心青年中心，
参观了“初心咖”24小时青年服
务专区、张江国际青少年创新创
业实践基地和张江·创荟厅等青
少年活动阵地。来自张江镇区
域内的学校、村、“两新”组织及
区域化团建单位央企、国企、高
校、医院等领域的10位团干部及
青年骨干参加交流会。

团市委一行赴张江镇开展主题教育调研活动。

华东师大主题教育系列微视频《强国目标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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