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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
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红船起航地。
一百年前，13名平均年龄28岁的中

共一大代表，在上海寻常巷陌的石库门内
酝酿“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会议被迫中断
而转移，在嘉兴南湖一叶小船上继续发出
铿锵有力的声音：“中国共产党万岁！”

两个具有重要标志意义的中国革命
原点，见证红色历史的开篇。

党的十九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
记带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专程从北京
前往上海和浙江嘉兴，瞻仰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今天，我们透过三组镜头，追寻革命
火种；在时空交错中，感念初心历久弥坚。

“建党时的每件文物都十
分珍贵、每个情景都耐人寻味”

【特写·石库门】
2017年10月31日，上海，中共一

大会址。
走进石库门，在一个放有小册子的

展柜前，习近平久久凝视。这是1920
年9月印刷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文
译本。讲解员说道，它由一位共产党人
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
总书记听了连称很珍贵，说这些文物是
历史的见证，要保存好、利用好。

使命重于生命的担当，是一代又一
代中国共产党人的赤子之心。来到巨幅
党旗前，习近平总书记带领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一起重温入党誓词，铿锵有力
的宣誓声，彰显红色基因的旺盛生命力。

【画外音】
“总书记的每次驻足、细看、询问，都

是对初心的追寻和对历史的尊重。”回想
当时场景，参与讲解的中共一大纪念馆
副研究员杨宇仍能感受到震撼人心的力
量。“就如总书记说的那样，我们党的全
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
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特写·南湖畔】
当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一行循着

革命先辈的足迹，从上海乘坐火车赴嘉
兴，瞻仰南湖红船。一百年前的夏天，正
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一大因遭到上海法租
界巡捕袭扰，紧急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
一条小船上继续进行，在船上完成了大
会全部议程。

在南湖革命纪念馆，习近平驻足许
久。当年全程陪同的讲解员袁晶记得，
总书记仔细观看了馆内的每一幅图片、
每一段文字，原定半小时的参观时间延
长到一小时。这里展出的实物和图片，
同上海中共一大会址的展览互为印证，
详实记录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全貌。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
红船是我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我们党从这里诞生，从这
里出征，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这里是我们党的根脉。

【画外音】
“近5年有892万人次走进南湖革命纪念馆参观，他们

从党史中重温永不忘却的初心，感悟历久弥新的精神。大
党和小船，沧桑与青春，使命与担当，每一份感动都源于
一份初心。”袁晶说。

“唯有不忘初心，方可告慰历史、告慰先辈”

【长镜头·石库门】
从中共一大会址向西约800米，老渔阳里，中共发起

组成立地；向北约1公里，辅德里，中
共二大会址；向南约 500 米，成裕
里，印刷《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
译本的又新印刷所旧址……

行走在高楼林立的上海，处处可
见石库门里的红色历史——红色遗迹
遗址和纪念设施600多处，红色基因
融入城市血脉。红色地标展现风华原
貌，吸引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前来感悟
百年波澜壮阔。

“把花放到他的墓碑前时，我非常
心痛，我终于看清楚了他的样子。”距
离中共一大会址约7公里，龙华烈士陵
园。《觉醒年代》中陈乔年的扮演者、
青年演员马启越在陈延年、陈乔年烈
士墓前，深深鞠躬。年轻的革命者长
眠，但赤诚的初心穿越时空，仍能激
励新时代的青年。

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教室”，让
文物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
范成为党史“教师”——正在开展的
党史学习教育中，上海让红色城市的
光荣历史绽放光芒。

【画外音】
“少年奔向了远方，旧皮箱装满

理想……”近日，上海市静安区原创
红色戏剧 《辅德里》 将共产党人衣冠
冢藏文件的故事搬上舞台，主创是平
均年龄 28 岁的年轻团队。“去掉一百
年的‘时差’，先辈其实是我们的

‘同龄人’。他们用一生践行初心使
命，让我们看到伟大是如此具体，牺
牲重于泰山。”《辅德里》“90 后”编
剧吴冰说。

【长镜头·南湖畔】
“悠悠的南湖水碧波荡漾，小小的

红船引领起航……”在嘉兴市第一幼
儿园，老师袁瑛正在教孩子学唱《红
船谣》，这首取自“红船精神”专题教
育教材的歌谣朗朗上口。如今，嘉兴
的“红船精神”专题教学，已经覆盖
全市从学前到高中各个学段，并将

“红船精神”与学生的德育实践和职业
生涯规划紧密结合。

在南湖旁的嘉兴学院，一批师生
将建党初期的峥嵘岁月改编成话剧
《初心》，以中共一大的真实史料记
载为主要情景，再现“红船精神”
的时代魅力。自 2017 年首演以来，
几届学生演 《初心》、学党史，团队
中先后有两百多人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

【画外音】
“一场话剧是一次生动的党史宣

讲，也是让有信仰的年轻人把信仰的
故事讲给更多年轻人去听。历史不仅
铭记奋斗的过去，更是为我们指引奋

斗的未来。”话剧《初心》指导老师王金超说。

“不断带领人民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全景·石库门】
沿黄浦江望去，绵延5.5公里的上海杨浦滨江南段，丰

富的工业遗存不再是“工业锈带”，7座主题鲜明、外形特别
的驿站让游客欣赏滨江美景的同时能有地方歇歇脚，享受

“生活秀带”。
黄浦江对岸，中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位于22层的

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空间宽敞、活动丰富，让陆家
嘴的企业、白领们找到组织找到家。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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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一切从零起步。
这所学校现有学生325人，其中

在校学生82人、送教上门学生143
人、随班就读学生100人……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仅用了8
年时间，湖南省芷江侗族自治县特殊
教育学校已颇有名气。

这是一群平均年龄29.5岁的青
年教师创造的特殊教育事业。

以党建坚定特教人的事
业信仰

向桃青来自溆浦，汤玲来自
浏阳，张丹来自四川，段敏杰来
自冷水江……目前，芷江特殊教育
学校21名教师中，有16人是 35岁
以下，有12人来自外地，他们聚集
在芷江这个偏僻小县城，8年来无
一人离开。

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汪小军说：
“像有一块磁铁一样，紧紧吸引着他
们。这块磁铁，就是情怀，就是信

念！”
1986年出生的汤玲是一名党员

教师。她伸出双手，手背上满是疤
痕，这是 8 年来学生给她的“礼
物”。

因为学生的特殊性，有的孩子会
突然吐老师口水、扇老师耳光、咬住
老师……但汤玲说，站在孩子的角
度，只会心疼他。

汤玲父母多次劝她回去，但她却
多次动员丈夫到芷江工作，两个孩子
也都在芷江成长。

为了什么？
汤玲始终记得刚入校时，一位

领导对她说的话：“芷江的特殊教育
就靠你们了。”她说，芷江特校的创
办给了家长很大的希望，“每当看到
家长期待的眼神，就给我很大的动
力”。

“在特教学校，老师必须要有特
教人的职业坚定、事业信仰和创业理
想。”汪小军说，学校年轻教师占绝
大多数，学校突出党的领导，把教师

们紧紧团结在党支部周围，带出一支思
想政治过得硬、充满正能量、不怕苦、
有爱心、有责任感的教师团队。

用专业让“折翼天使”
创造奇迹

一个字、一个动作，普通孩子教一
遍两遍就会，他们要教十遍百遍千遍，
几天、一个月甚至几个月……

但一个又一个奇迹在这里出现：小
肇从入学时什么反应都没有，到现在知
道起立、坐下、拍拍手、击击掌；

小壮原来不能自己吃饭、不能与人
正常交流，但现在不仅能正常说话、吃
饭，还能与人交往。

“从事特殊教育，不能光靠热爱，
还要靠专业。”2017年毕业于南京特殊
教育师范学院的张丹说，让更多的残疾
学生能够融入社会正常生活，参与社会
活动，具备更多的自理和自立能力，是
他们的重要使命。

（下转第二版）

他们是孩子心中的一道光
——记湖南芷江特殊教育学校青年教师群体

本报记者 阳锡叶 通讯员 罗长青

““滑板姑娘滑板姑娘””的逆行之路的逆行之路

▲蒋张子怡 （右）
和母亲在家中吃饭。

▲蒋张子怡 （前
右）在教室内上课。

16 岁的蒋张子怡是江西上饶中
学高中一年级的学生。2010 年一场
车祸夺去了她的双腿，如今的她只能
依靠滑板代步，用双手前行，为此，
大伙都称她“滑板姑娘”。

身体虽然残疾了，却没有磨灭蒋
张子怡对美好生活的信念和渴望。除
了每天由母亲张水香骑着电动车接送
她上学读书外，她还有着广泛的兴趣
爱好，喜爱舞蹈、播音主持和写作，希

望可以成为一个多才多艺的人。
虽然家庭并不富裕，但是蒋张子怡

的父母婉拒了许多爱心人士的捐赠。夫
妻二人希望孩子能够独立，不要养成轻
易接受别人馈赠的习惯。

蒋张子怡也表示，尽管自己没有双
腿，但一点也不比正常人差。她希望所
有的残障人士可以坚强地过好每一天。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 摄

▶蒋张子怡（左）和
同学在学校的走廊聊天。

■从人口普查数据变化新趋势看教育发展之二

最新公布的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显示，过去10年，
我国人口流动趋势更加明显，
规模进一步扩大。人户分离人
口为49276万人，其中，市辖区
内人户分离人口为 11694 万
人，流动人口为37582万人，其
中，跨省流动人口为12484万
人。与2010年相比，人户分离
人口增长88.52%，市辖区内人
户分离人口增长192.66%，流
动人口增长69.73%。

“人户分离的背后，留守儿
童照养问题亟待关注。”湖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院长、
乡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容中逵

分析，城镇化进程中人户分离
现象严重，流动人口规模进一
步扩大，留守儿童教育的问题
会更加突出。

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
育理论研究所副研究员刘巧利
看来，20世纪80年代以前，从
家庭结构来说，父母和孩子在
一起是常态，几代同堂也较为
常见。而社会转型后，随着人
口流动、外出务工人员急剧增
加，家庭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
出现了数千万留守儿童。这导
致原有的传统教育原则和方法
失去了前提条件，对家庭教育
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都提出

了很大挑战。
“我们有义务为留守儿童提

供安全的、有保障的受教育环
境。”刘巧利说。

在容中逵看来，留守儿童教
育的关键问题，在于因父母双亲
外出而产生的亲子交往缺失和亲
子关系隔离，因而应将留守儿童
教育问题解决的重点聚焦到亲子
交往的建立上。

“解决留守儿童教育问题，从
根本上说是消除留守家庭，因而
它不是教育问题，而是经济或社
会问题。首要解决的不在学校、
社区或其他教育环境和教育主
体，而在国家的宏观统筹与协调

发展。”容中逵说，解决留守儿童
教育问题要分3个层面：首先是
政府层面，解决如何消除留守家
庭存在的问题。其次是家长层
面，解决如何确保亲子关系正常
交往并发生教育影响的问题。再
其次是学校和社区等层面，解决
如何弥补因亲子交往得不到正常
实施所产生的问题。

容中逵认为，国家和地方政
府在加速农村工业化、增加农民
就业岗位的同时，还要制定有关
政策、措施以确保农民能够就近
就业，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留守儿
童家庭教育问题。

在刘巧利看来，儿童成长是不

能等待的。“家长要切实履行自己
的教育责任，更新养育观念，想方
设法‘和孩子在一起’；不具备条件
的，也要做到和孩子经常交流。”

刘巧利认为，政府要发挥保障
作用，从义务教育来讲，要保障孩子
受教育权利，尽力为外来务工人员
子女提供受教育的机会。当前，随
着“两为主”——以公办学校为主、
以流入地政府为主，解决进城务工
人员子女的义务教育问题政策的深
入推进，各地政府已根据实际情况
最大化地接纳外来人口子女入学，
为孩子与家长在一起创造条件。

“此外，从学校来讲，一定
要关注留守儿童心灵成长。”刘
巧利说，学校也要切实担负起家
庭教育指导的责任，切实进行家
校共育，开展多样化的项目和活
动，让留守儿童家长参与到教育
中来，帮助留守儿童保持与父母
心理上的联系，为孩子成长提供
心理动力。

“社会、学校、政府要给留守儿
童家长赋能，形成全社会一起关注
关爱留守儿童的良好环境，保障留
守儿童健康成长。”刘巧利说。

流动人口增长给教育带来什么
——人户分离的背后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本报讯（记者 林焕新 徐
越 黄星） 5月 15日，中国教
育报刊社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宣
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活动走进
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为当地教
师和教育管理者带来先进的教育
理念和方法。这是中国教育报刊
社扎实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庆祝
建党100周年的系列活动之一，
也是中国教育报刊社“学百年党
史 做时代新人”走进革命老
区、苏区活动的首站。

上杭县位于福建省西南部，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央
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著名的
革命老区，素有“建筑之乡”

“诗画之乡”“山歌之乡”的美
誉。

针对当地教育发展情况和实
际需求，国家督学、教育部中学
校长培训中心导师、国家教育考
试指导委员会专家工作组成员、
浙江省宁波市镇海中学校长吴国
平作了《学校发展与办学思想及
实践——以镇海中学为例》主题
报告。中国教育学会中小学教育
质量综合评价改革办公室主任、
研究员、博士后导师秦建平作了
《教育测量技术和人工智能诊断
学生最近发展区——实现学业成
绩与综合素质均衡提升》专题报
告。（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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