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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校园掀起红色经典阅读新风尚

时报记者 魏小潭

近日，上海市五爱高级

中学举办迎接建党100周年

“四史”教育师生联合讲坛活

动。与以往不同的是，站在

讲台上的除了教师，还有高

二年级的学生。

“建国初期，毛主席就

确定了‘另起炉灶’‘打扫干

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

三条外交基本方针，奠定了

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基

础……”讲台上的几位学生

侃侃而谈，他们分别以新中

国外交站起来、富起来、强起

来的几个标志性事件作为具

体内容，带领听众重温一个

个历史瞬间。上世纪八十年

代中英香港谈判、九十年代

香港澳门回归以及同一时期

上海浦东的开发开放；“一带

一路”倡议的提出及2020年

底刚刚签订的 RCEP 协议

等，都体现出新中国外交所

取得的伟大成就。

如何在英语课上“讲好

中国故事”？教师吴頔颖告

诉记者，经过几次讨论后，老

师们最终定下了讲述“新中

国外交”这一主题。“我们想

通过这样一节课让学生认识

到外交需具备的国际视野和

跨文化认知。此外，新中国

外交史串起了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

发展史一整条逻辑脉络。这

样，就达成了运用学科知识

发掘新中国发展的故事，落

实课程思政育人的目标。”吴

頔颖说，老师们希望把历史

作为一种逻辑工具，用科学

思维和国际视野来重温中国

共产党是如何带领中国从沉

睡到觉醒、从觉醒到崛起的

心路历程。

除英语外，五爱高中还

在政治、历史、语文、物理、

数学教研组进行了不同主

题的师生联合讲坛展示，都

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学

校党支部书记高文英说，通

过联合讲坛，学校充分挖掘

各门课程和教学方式中蕴

含的独特思想政治教育资

源，充分发挥每一门课程的

育人功能，发挥每一位教师

的育人责任，厚植每一位学

生的爱国情怀，使“四史”教

育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勇担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时代

使命。

五爱高中师生同台讲述
新中国外交发展史

时报记者 臧莺

青年教师刚到一个新环

境，不仅要适应全新的工作，开

启自己的职业生涯，也要为住

房等现实问题操心。为解决好

青年教师的住房问题，消除其

后顾之忧，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与曹路镇政府、建设银行合作，

积极探索构建人才公寓新生态

模式。近日，二工大首批20多

名教师乔迁新居，入住曹路大

居辖区内华彩新苑小区的教师

公寓。“一间过渡房”，成为了二

工大党史学习教育为群众办实

事的生动实践，不仅帮青年教

师们解决了居住难题，也为他

们全身心投入教科研工作提供

了安心保障。

据二工大后勤保障处处长

李琦明介绍，住房问题是青年

教师面临的最直接、最现实的

民生问题。“解决教师难题，保

障教师安心工作是我们的初

心，经多次讨论，学校决定借助

社会力量，以企业牵头、政府搭

台、学校参与的模式，缓解青年

教师过渡住房紧张问题，提升

住房品质，盘活校内资源。”

二工大通过调研分析发

现，上海租房成本高、选择余地

少是限制高校教师发展的重要

原因之一，为解决此瓶颈，学校

与政企沟通协商，积极争取到

华彩新苑教师公寓项目。为满

足教师的切身需求，工作人员

做了大量前期准备工作，如今，

三室一厅一卫一厨、独立房间、

品牌家电、量身定制的备课桌

椅一应俱全，搬家、停车、水电

费及针对教师工作特点定制的

家具等，学校也为“青椒”们考

虑得十分周全。“公寓内的家电

都为质量可靠的大品牌，我们

对墙体的粉刷也进行了监督；

考虑到居住稳定性和舒适度的

问题，我们还尽量将学术背景

相同的教师安排在一套房里。”

李琦明表示，虽然过程不易，但

只要教师住得舒心满意，就是

对学校工作最好的反馈。

据悉，政校企三方合作的

模式使二工大争取到了优惠的

租金价位，同时具备稳定的租

住服务和良好的居住环境；学

校还在此基础上给予青年教师

一定的住房补贴，这些都让华

彩新苑小区教师公寓的设立得

到了广大教职工的支持。

作为过渡性公寓，二工大

在已有杨思教师公寓的基础

上，新增设了80套华彩新苑小

区房源可作为解决教职工住房

保障的有力补充；此外，其房源

管理服务企业“唐巢”，还可以

面向教师，以同样的品质提供

长租及购买中介服务，健全学

校保障服务体系架构。至此，二

工大已形成自有房、租赁房、公

租房、第三方租售服务相结合

的教师公寓租住系统，可满足

教师长期居住的多样化需求。

时报记者 柳琴

怎样引导学生阅读红色经

典？《共产党宣言》应该怎样

读？随着“世界读书日”的来

临，“读红色经典 做信仰传人

——百年百书阅读行”之“世界

读书日”主题活动在上海商学

院举行。本次活动分为“读书

面对面”“校园读书坊”“共读一

本书”三大板块。

在“读书面对面”板块，上

海人民出版社社长王为松和大

学生代表围绕《火种》《文献中

的百年党史》一起交流阅读心

得，分享阅读经验。“经典并不

是难懂的，它一定是能和我们、

和时代发生对话的，一定是很

有阅读意义的。要怎样去读？

首先要认真读，再带着个人情

感和个人实践经历去读，最后

可以创新阅读方法，如开展情

景党课等。”

在“校园读书坊”板块，复

旦大学党校办公室主任兼《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

务队指导教师周晔和复旦大学

“四史”研习社副社长、博士生

庞敏从《共产党宣言》中文首译

本谈起，讲述自己将党史阅读

化为自身实践的经验体会。上

海市延安初级中学校长许军则

和他的学生围绕《钢铁是怎样

炼成的》《藤野先生》交流读书

心得。

在“共读一本书”板块，上

海商学院文法学院教授李强和

学生汤张雨一起交流了阅读

《中国共产党简史》的感想体

会。《中国共产党简史》深入阐

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书

中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崇高

革命精神和不变的初心使命，

让师生深受激励。现场还播放

了同济大学、上海市世界外国

语中学等大中小学师生共读

《中国共产党简史》的视频，生

动展现了申城校园阅读红色经

典的新风尚。

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

市教委副主任闵辉表示，红色

经典中蕴含着共产党人的红色

初心，是培根铸魂、启智润心的

重要载体。他希望广大师生与

经典为伴、以党史为鉴，在阅读

体验中激发信仰，汲取力量。

二工大政校企三方聚力办实事解难题
“一间过渡房”助“青椒”安居乐业

上海海洋大学与企业共建
AI 海洋创新中心

上海市延安初级中学的学生们在诵读经典。 （何思哲 摄）

世界读书日，在交流阅读感想中做信仰传人

+

时报记者 李婷

日前，上海海洋大学与

上海仪电（集团）有限公司实

现战略合作签约，并举行

AI+海洋创新中心成立仪

式。据悉，双方将适应国内

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背

景，聚焦高质量创新发展新

要求，助力数字化转型，服务

新片区建设，促进产教融合，

以“智汇海洋，创享未来”为

主题，合作共建 AI+海洋创

新中心，开展人工智能-海

洋科学前沿多层次宽领域合

作，探索大型人工智能国有

企业与国家“双一流”高校合

作的新机制，构建人工智

能-海洋科学交叉创新学科

发展新模式。

在未来的合作中，双方

将以 AI+海洋创新中心为

载体，瞄准前沿，共同开展

海洋科学等学科领域的数

据 挖 掘 和 AI 核 心 算 法 研

发，同时推进智慧海洋特

色的科研成果转化；共同打

造特色显著的临港新片区

产教融合教育高地，建立多

层 级 、体 系 化 的“ 人 工 智

能+”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

模式；共同设计策划海洋特

色主题国际性活动，构筑新

兴人工智能校园文化、社区

文化，推动人工智能、海洋

科学与临港新片区文化产

业深度融合；建设智慧校

园，创新管理机制，提升管

理效能，实现智能化管理和

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