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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为引导更多残疾人跨越障碍，用文艺
作品展现独特风采，凝聚残疾人自强不息
的强大奋进力量，近日，徐汇区残联在虹
梅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办“演艺无
碍 圆梦同行”徐汇区残疾人文艺达人展
演活动，来自13个街镇的各类别残疾人
近150人参与活动。

此次“演艺无碍 圆梦同行”徐汇区残
疾人文艺达人选拔活动自今年9月启动
以来，获得残疾人朋友们的热情参与和积
极报名，先后共募集文艺作品42个，报名
参与的文艺达人102名，作品涵盖声乐、器
乐、戏剧、朗诵等多个类别。经过前期三场
海选，精选出其中15个节目进行展演，集
中彰显徐汇残疾人丰厚文化艺术底蕴。

展演活动现场，残疾人文艺达人们献
上了形式丰富多彩、内容励志向上的精彩
节目。田林街道钢琴达人周博涵的电钢
琴独奏《贝尔加湖畔》体现了残疾人热爱

生活、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徐家汇街道
杨依儿的独唱《天耀中华》表达了残疾人
对伟大祖国的真诚歌颂；虹梅街道阳光之
家学员们的非洲鼓表演《我们的大中国》
激情澎湃；湖南街道残健融合合唱团带来
的《萱草花》则展现了残疾人情真意切的
感恩之情……舞台上，残疾人朋友们全心
投入，尽情展现艺术才华，优美感人的琴
声、激情洋溢的歌声引发观众的强烈共
鸣，现场不时传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下一步，徐汇残联将认真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报告精神，在“促进残疾人事业
全面发展”上下功夫，多措并举激发残疾
人积极参与文艺创作的热情，着力打造残
疾人文艺展示平台，以文化艺术助力残疾
人点亮精彩人生，用心用情开展残疾人文
体活动，不断提高残疾人幸福指数，全力
谱写徐汇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的新篇
章。 卢志良

演艺无碍 圆梦同行
徐汇区残疾人文艺达人展演活动顺利举办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上海北外滩、浦江金三角。近
日，在雷士德工学院，一场北外滩青学社活
动在这里举行，在团虹口区委的指导下，北
外滩集团团支部联动北外滩开发建设相关
单位，在项目一线以党建带团建开展联学
联建，力求因地制宜、联出成效。参加活动
的团员和青年们纷纷表示，将继续结合工
作实际，充分发挥青年力量、青年智慧，发
扬奋斗精神，坚持守正创新，为建造真正让
人民满意的城市，将北外滩打造成为中国
式现代化的重要展示窗口而不懈奋斗。

锚准学习任务
从严抓紧落实

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团虹
口区委按照团市委和区委部署安排，准确
把握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目标要求和重
点任务，提高工作标准、精心谋划组织，紧
紧围绕目标要求和重点任务，有效构建

“四学四力”团支部理论学习体系，持续引
领团员和青年学思践悟。

书记领学，强化牵引力。以基层团支
部书记带头示范领学为着力点，充分发挥

“关键少数”的带头引领作用，通过领学领
读、带头分享、讲微团课等，做到先学、先
懂、先用，切实帮助团员和青年增进对党
的创新理论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理论
认同、情感认同。

比如北外滩街道团工委紧密联络21个
居民区团组织，团工委书记加强对团支部的
联系指导，及时发现问题、回应青年需求。

骨干督学，突出指导力。团虹口区委
持续梳理团员和青年主题教育重点任务，

制定发布每周工作提示，帮助基层团支部
系统性掌握、清单化落实；机关干部每人
深入一个基层团支部参加专题学习讨论，
落实“三带回”，并实时收集基层存在的具
体问题，加强对基层团组织工作的指导和
推动。

目前，团区委委员、候补委员已深入
对口联系基层团支部领学、导学128次，
共同学原文、读原著、谈体会、讲心得，依
托团代表联络站、青年中心等阵地开展理
论宣讲83次。

支部联学，凝聚奋斗力。用好组织化
学习主渠道及理论学习主课堂，指导动员
所有团支部按照“支部学习六步法”有序
推进“4+1”学习任务，依托“团员和青年

主题教育学习平台”，扎实开展集体学习
和个人自学，营造交流研讨、互问互学、联
建联学等有效学习场景。

比如，虹口法院团总支与中共四大纪
念馆团支部联合开展“法润青年心，力量之
源青年行”专题学习活动。

分类精学，激发源动力。加强对新兴
青年群体、学生团员和青年、少先队辅导员
群体的有效覆盖。比如，以“送学+讲学+
推学”的方式带动新兴青年群体积极参与，
引导他们化休息的“碎片时间”为学习的

“黄金时段”，让青年有“共鸣”能“共情”。
比如，学校党员教师、团干部深入联系指导
学生团支部指导开展组织化学习，发挥带
教作用；比如，将“青马工程”少先队辅导员

培训班学员分成8个青年理论学习小组，
围绕《习近平著作选读》等书目组织学习研
讨，同学习、共进步。

链接优势资源
赋能理论学习

团虹口区委发挥共青团组织、资源、
阵地等优势，深化讲“虹”故事、聚“虹”阵
地、走“虹”路线，构建立体化学习路径，强
化学习实感实效。

注重学习+宣讲，以“新青年话新思
想”为主题，组织青年讲师团“青笔杆”“青
话筒”“青奇兵”三支宣讲“纵队”，结合理
论学习的收获感悟，编印理论文章作品集
《新前哨》，发布13个主题、67堂课程的
《宣讲主题库》，推出汇编“听90后说我的
二十大”等11个主题、65个全媒体产品的
《青春创意宣讲集》，为团员和青年理论学
习提供资源、搭建平台。

依托学习+阵地，用好青年中心、“筑
梦空间”、创新实验室等团属实体阵地，广
泛开展学习沙龙、青年读书会、理论学习
社活动，推动更多学习资源、服务项目走
进青年“身边的共青团”。

丰富学习+践学，主动融入党的第二
批主题教育安排，依托虹口“文化三地”丰
富资源，深化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
和视察虹口的重要讲话精神，串联有形的
研学践学点位，打造多样化学习场景，以
实践体悟促进理论学习入脑入心。

比如，虹口区城管执法局团支部带领
团员青年重走红色路线，在实景课堂中感
受上海的红色印记及发展变化。团员和
青年在中共四大纪念馆追寻先烈们的足
迹，让理论学习更加可及可感、具象有形。

“四学四力”引领虹口青年力量

虹口法院团总支与中共四大纪念馆团支部联合开展“法润青年心，力量之源青年
行”专题学习活动。 受访者供图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通讯员 谭佳艺

本报讯 2014年，青年民警吴巍来到
上海市公安局金山分局张堰派出所，同年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来到上海市金山
区张堰镇，是目前金山区唯一一所全日制
专本科高校，全校现有师生、教职工共1.3
万余人。年轻的学校和年轻的民警就这
样相遇，携手便是9个春秋。管理这样一
所高校的青年民警吴巍究竟有何种秘诀？

深入浅出教防诈
吴巍在梳理近年中侨学生诈骗案件

时发现，2020至2022年，校内共发生电信
诈骗类案件20多起，其中刷单类案件被骗
金额最高为25万余元、网络诈骗类案件被
骗金额高达26万余元。

于是，吴巍从今年9月起每学期为学
生开设一堂“小吴学堂”，并将防范课程纳
入学校选修课范畴，凡是选修的学生通过
测试后将获得1个学分，以此不断加强对
学生反诈意识的教育引导。

课堂上，吴警官摇身一变成了台上
“讲师”，随着他深入浅出、诙谐幽默的讲
解，台下的同学们渐渐身临其境，认真学
习了防范宣传、预防的意义，掌握了诈骗
手段和方法。“我们年轻人，由于防范意识
较差，已经逐渐成为诈骗分子的主要目标
人群。”看着PPT上一个个校友遇到的诈骗
真实案例，让同学们真切地感受到诈骗就
在身边，预防迫在眉睫。

同学称他为“吴哥”
“吴哥，你看他蛮不讲理，场地是我先

来的，她不仅抢我场地，还打我。”11月中
旬，高同学找到在警务室的吴巍，指着站

在一旁的李同学倾诉在打羽毛球时发生
的纠纷。

待两人情绪逐渐平静，吴巍便端上茶
水让两人润润喉，接着便是“老娘舅”上
身，用“三以”方法进行调解，即以法、以
理、以情。“大家同学间别伤了和气，再怎
么生气，动手打人就不对了，多个朋友以
后还能一起打球。想当年我在学校也是
羽毛球王者……”吴巍的侃侃而谈不仅平
复了双方的情绪，让双方进行了换位思
考，认识到错误，矛盾就此顺利化解。

近年来，学生之间矛盾纠纷较为多
发，如何更好地以“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
事、服务不缺位”为牵引？吴巍结合“枫桥
式公安派出所”创建工作，多次对学校开
展走访调研，就探索建立24小时警务自
助服务点相关工作进行商研。2019年11
月，张堰派出所会同镇综治办、禁毒办、司
法所等部门成立了“平安驿站”中侨警务
室，推行“校园社区警务”模式，将派出所
与其他部门、学校进行深度融合，建立联
动工作机制，进一步完善校园管理工作。

警务室成立后，吴巍结合学校实际，
近两年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又将警务室
划分为“禁毒宣传室”“民警工作室”“人民
调解室”，并在学校的支持下，构建了一支
由130人组成的“中侨学警”志愿者队伍，
在长久的相处中，学生们也逐渐加深了对
这位年轻民警的信任，吴巍被学生们亲切
地称为“吴哥”。

九载春秋，吴巍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
初心，牢固树立“校园安全无小事”的底线
思维，不断提升护校安园工作的精细度。
不论是吴老师，还是老娘舅等多重身份，对
于吴巍来说最重要的还是穿好那身“藏青
蓝”，撑好那把“平安伞”。

上课“吴老师”解忧“老娘舅”
青年民警“百变身份”守护校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