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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嘉兴南湖红船是我们党的“母亲
船”。我们党在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嘉兴南湖，以它秀丽优美的风光闻名，
更以它的红色遗迹备受人们的瞩目！

今年“五一”小长假刚过，记者来到南
湖采访。习习春风，吹绿千里江南；泱泱秀水，
承载百年红船。“轻烟拂渚，微风欲来。”成功堤
堤岸两旁，水草摇曳，鱼虾嬉戏，生态良好。

南湖水底呈现“水下森林”

嘉兴，河道密布，古来即是鱼米之乡、
宜居之地。

周霏，作为一位在南湖畔成长起来的嘉
兴市民，目前从事酒店文旅行业。她在接受
记者采访时回忆说，她出生在河畔，从小看
大人在河滩边洗衣、洗菜、摸鱼、捉虾，夏
天尤为热闹。

本世纪初，她发现，许多河浜的水质
开始变差，小鱼河虾消失。家家户户用起
了桶装水，江南小城陷入了“水质性”缺
水的尴尬。

保护水资源，防治水污染，改善水环境
质量，嘉兴刻不容缓。“水环境整治关系到人
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搞好水环境治理是一场
持久战。”时任南湖区政协主席赵群乐说。

嘉兴人迅速行动起来，10年多治水，终
于迎来南湖水的新生。2020年10月，中交上
航局承建了嘉兴南湖水环境修复项目，目标
是让南湖重现“秀水泱泱”。

漫步南湖，是不少嘉兴市民茶余饭后的

“最美时光”。周霏说，走在南湖边会发现很
多水域已经清澈见底，还有品种繁多的水生植
物摇曳着“窈窕的身姿”。水面上时不时有工
作人员抛种水草。

嘉兴南湖水清澈了。自去年 12 月以来，
南湖湖区透明度基本维持在80厘米以上，部
分区域可达100厘米。

今年33岁的胡文羽从事南湖风景名胜区
讲解员的工作已经有11个年头了。从小在南
湖边长大，对于南湖这些年的变化，她感受
深切。

如今，阳光落下，泱泱秀水上漾起一道
道波纹。湖边，沉水植物在水中摇曳的姿态
清晰可见，宛如“水下森林”。水质变好
后，胡文羽带队讲解时会特意让游客看看南
湖的水。

记者来到七一广场看到，广场东侧试验
区里，水草像竖起的飘带，风吹水荡漾，水
草也轻轻柔柔地来回摆动。

施工方中交上海航道局南湖生态环境修
复工程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一段时间的努
力，壕股塔试验区、成功堤试验区和七一广
场东侧试验区生态治理都已经初显成效。10

多种沉水植物在水下构成了茂盛又秀丽的水
下森林，和岸上的风景融为一体。

从“以水养草”到“以草养水”

“工程的主要作用，就是提高南湖水体透
明度，恢复南湖生态环境。”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获得者、中交上航局高级研发员、勘察设
研公司内河水环境所所长赵东华在接受本报
记者采访时说，项目通过环保疏浚、水量调
控、净水降浊、生态修复等建设内容，形成
了环湖连通绿廊，涵养水源，保护南湖生物
多样性，营造出优美的水岸一体景观带。

赵东华说，南湖项目应用了生态环保
的修复理念，具体分为两个阶段实施。第
一阶段是“以水养草”，第二个阶段是“以
草养水”。

“为了构建水生态系统，我们在南湖种植
了10种水生植物，面积达14万余平方米，相
当于 20 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底栖动物

（螺、贝、蚌等） 投放量达 5.6 吨，相当于 4
辆普通小轿车的重量。”赵东华说，水草慢慢
长大后会吸附水中悬浮颗粒，底栖动物的游

走进食活动也能加速植物所吸附颗粒的沉降
与降解。

至此，一套先期“水养草”，后期“草养
水”的生态治理模式，成功应用在了南湖水
生态治理中。

“通过短时间内清水入湖提高水质，增加
水体透明度，让更充足的阳光照射到湖底，
为沉水植物生长营造良好的环境。而当沉水
植物扎根生长后，又能反过来净化水质。”南
湖生态环境修复工程项目业主嘉源集团的李
剑锋介绍，等南湖水生态系统稳定后，超磁
分离一体化设备会陆续减少补水量。

如今，源源不断的清水涌入南湖，不时
拨弄着绿茵茵的水生植物。

“民间河长”和“民间闻臭师”

马以超，现任浙江省中浙生态科技研究
院总工程师。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指
出，流进、流出嘉兴南湖的水是活水，周围
河港纵横，四通八达。要取得南湖治水的成
功，需要当地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密切配合，
尤其是广大市民的积极参与。

在谈到民间督查环保方面，马以超介
绍说，去年开始嘉兴市出现了大量政府招募
的“民间河长”和“民间闻臭师”。

从 2020 年 4 月开始，嘉兴市生态环境局
正式发布 《嘉兴市“民间河长”“民间闻臭
员”管理办法 （试行）》，面向全市新招募一
批“民间闻臭师”和“民间河长”。

嘉兴市生态环境局政策法规宣教处处长
蔡华晨说，“民间河长”和“民间闻臭师”原
则上来自基层人员。“民间河长”是指发动河
道 （含湖荡等） 周边的群众担任某个区域的
河长，通过日常巡河监督政府委任的河长，
确保河道达到生态环境保护的要求；“民间闻
臭师”是指发动重点工业园区或工业集聚点
周边的群众担任“闻臭师”，用群众的“鼻
标”监督重点工业园区或工业集聚点内的企
业规范提升环境管理行为和达标排放。

据统计，从去年 6 月开始，嘉兴就向第
一批共 1366 名“民间河长”和“民间闻臭
师”颁发了聘书。

陆学良，桐乡市殷家漾村的一名“90
后”农村小伙，从事“民间河长”和“民间
闻臭师”这一工作已有 10 个多月。他说：

“现在总有人问我‘为什么要义无反顾地投身
到环境整治当中去’，我想，不为别的，只为
了大家有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嘉兴水质改变有多大？有数据为证：
2015年，市控断面三类水占比仅有7.5%，不
少河道甚至是劣五类水；如今，地表水国控
断面三类及以上水体比例、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均为100%。

开启一段“沉浸式”党史学习之旅

“大家好！欢迎乘坐党史学习教育巴士。现在大家右
手边的李公馆，就是中共一大会址。100年前，有15位年
轻人聚在这里，展开了一场‘中国向何处去’的讨论，
这群青年平均年龄只有 28岁……”党史学习之旅的第一
站，来到上海市兴业路 76号的一栋石库门建筑。随着车
辆缓缓行进，讲解员娓娓道来，大家仿佛又回到那个风
云激荡的年代。

记者参与体验的这趟党史巴士课堂，是同济大学数
学科学学院学生的一次特殊党课。同学们一会儿看车窗
外的风景，一会儿看车里的多媒体演示，边听讲解，边
互动学习。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会诞生在‘十里洋场’的上
海？”“‘南陈北李’为何缺席中共一大？”“党的诞生纪
念日为何不是一大召开的 7 月 23 日而是 7 月 1 日？”……
一路上，讲解员抛出一个个问题，同学们小声讨论、争
相抢答，互动增添了乐趣，也加深了印象。

当巴士经过上海永安百货大楼，讲解员分享了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背后的一段往事。原来，这部作品主
人公李侠的原型，就是中共情报通讯战线上的英雄李
白。1948年12月30日凌晨，发给西柏坡的电报成了他的
生命绝唱，电波的那一头是只有 16 岁的报务员苏采青。
在党史巴士上，同学们看到一段珍贵视频。2010 年，已
是白发苍苍的苏采青老人来到位于上海的李白烈士故
居，注视着烈士遗像，用摩尔斯电码发了一封明码电
报：“李白前辈，您期盼的黎明，到了！”

看到这里，刘子璇同学感动得热泪盈眶：“我们今天
岁月静好，是因为曾有人在负重前行。”

解放上海时，解放军市区作战一律禁止火炮炸药。
一段视频显示，在攻打上海邮政总局大楼时，即使国民
党军队火力点不停扫射，但解放军官兵坚决执行命令，
以短兵相接的方式歼灭敌人。在枪声平息后的第二天清
晨，在马路两边潮湿的水泥地上，睡满身穿黄布军装的
解放军官兵。照片记录下军纪严明、不入民宅的解放军
官兵，这份感动也穿越时空。许多同学拿出手机，将军
民鱼水情的画面拍下收藏。

随着巴士驶过外滩，从延安东路隧道驶向浦东新
区，党史课堂的内容也进入到浦东开发开放的新篇章。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站在地球仪旁边思考浦东开
发’这句口号，当时新区管委会还把口号制成标语，贴
在食堂里。”王裕涵同学说，“从当年的浦东规划图，再
看窗外的上海中心等现代化高楼和风光怡人的陆家嘴中
心绿地，我们在一张白纸上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行至最后一站，同学们走进浦东展览馆，感受开发
开放为浦东新区带来的澎湃经济动力。大家纷纷感慨：
通过这趟巴士党史课，重温了中国共产党从建党的开天
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再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

地的百年伟业，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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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百年中
国看上海，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始发地，见证中国
共产党的诞生和成长，红色基因在城市血脉中根植流
淌。党史巴士课堂通过边行车、边参观、边讲课、边互
动的学习模式，围绕“百年党史在上海的精彩演绎”这
一主线，用党史巴士课堂这根针把上海丰富的、珍贵红
色资源串点成线，打造出一堂跨越浦江两岸、贯穿百年
历史精品党课，收获好评如潮。

不止在上海，创新形式的党史学习教育在全国各地
火热开展。在湖南韶山，毛泽东广场开展“党史故事我
来讲”活动，向游客宣传韶山红色革命故事，促进党史
教育“聚人气、接地气”；在江苏沙家浜，当地依托丰富

红色资源，整合形成“红色故事”沉浸讲解、“红色家
书”情景领读等活动，推出沉浸式、参与式、互动式教
学；在山东青岛，“丹心一片 风华百年——听老党员讲
那过去的故事”活动对青岛市 2321名新中国成立前入党
的老党员面对面逐一访谈，听他们讲述激情岁月，回望
革命历程，传承红色精神。

解百姓燃眉之急

“咱车上这个求购信息还真准，我这趟采的山货已经
找到买家了！”4月16日，从黑龙江乌伊岭乘坐6968次列
车去伊春卖山货的旅客李怀山，通过列车的“山特产求
购信息栏”上的信息，很快找到了买家。“这服务可真贴

心啊！”老李对这项便民服务赞不绝口。
“山特产求购信息栏”，其实是在乌伊岭开往伊春的

6968/6967次列车上，增设一块小小的白板，上面写着山
特产品的收购信息，帮助老乡们对接销售渠道。这是中
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和“我
为群众办实事”主题活动以来的又一服务举措。

6968/6967次列车，是乌伊岭往返伊春的唯一一趟列
车，已经开行了半个多世纪。从乌伊岭到伊春 153公里，
途经9个车站、3个乘降所，全程票价只要9.5元，最低票
价1元。因为站站停，再加上票价实惠，沿线百姓都亲切
地称呼它“铁路公交”。

列车全程运行在山区，自国家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
工程后，山里树木越长越密，猴头菇、榛蘑、松子等山
产品成了城里的紧俏货。于是，很多林业工人转行发展
起林下经济，将山里货卖出去增收。

曾是林业工人的李怀山就是一位资深的采山客。“以
前自己吃，现在往外卖。赶上山货成熟季节，采一趟山
货至少能赚3000多块钱。”李怀山说。

近年来，采山客越来越多，但销售渠道却很单一。
往往大家挤到一个收货点，卖得慢而且价还低。李怀山
说，有时候自己在市场上蹲一天也找不到买家，山货怎
么带过来，再怎么带回去。

看到列车上满满的山货包裹还有采山客的愁容，车
队总支书记赵文欣也跟着着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
来，我们一直想着要着力为群众办实事，所以，车队就
萌生了在列车上开个山货交易市场的想法。”赵文欣说，
他们就在车厢两端增设了信息栏，让旅客将出售或求购
的信息写在上面。

车队党员乘务员还自发成立了“乌伊岭线党员便民
帮扶群”，利用休息时间走访居住地的集贸市场和饭店，
找好销路后，再把电话报到群里，或写在“山特产求购
信息栏”里，方便卖山货的老乡在车上就可以打电话联
系。此外，车队还联系到伊春和佳木斯等地的土特产公
司，建立起山特产品微信交流平台，并将二维码贴在信
息栏上，供老乡加入。

“供求对接上以后，有时候刚开车，货就卖出去
了。”赵文欣也替老乡们感到开心。

“山特产求购信息栏不仅能销售，还可以提前订购，
遇到收货量大的，我们还可以集中起来一起卖，大家都
省心！”李怀山说。

正如中铁哈尔滨局集团公司把“我为群众办实事”
实践活动作为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一样，学史明
理，更要学史力行。河北省沧州市组建青年汇智团、打
造青年议事厅，10余支多类型社区服务队让更多青年参
与到社会治理中；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法委机关扎实推
进“五项惠民工程”，着力办好“十件实事”，变“群众
找上门”为“我到群众中去”；山东省济南市济阳区在市
民中心打造“红色政务服务大厅”，为群众提供“一对
一”业务帮助，让群众少走一步，让服务更上一层……
民生连着民心，这些办实事的举措让百姓竖起大拇指。

嘉兴南湖重现“秀水泱泱”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嘉兴南湖重现“秀水泱泱”美丽画卷
本报记者 陆培法

学史明理 学史力行
本报记者 叶 子

6月初的上海，天朗气清，阳光透过层层叠
叠的梧桐树叶洒下来。黄浦区黄陂南路，一辆红
色巴士在蓝天绿树的映衬下尤为醒目。车身采
用红色涂装，正前方印着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庆祝活动标识，一面写着“学习党史”。

这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区委宣传部联合有关

单位推出的“百年党史路 奋斗新征程”党史学
习教育巴士课堂。乘上这辆巴士，人们将从中
共一大会址出发，途经渔阳里、中共二大会
址、五卅运动纪念碑、浦东开发陈列馆等20多
处红色地标，开启一段 100 分钟的“沉浸式”
党史学习之旅。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党史学
习教育在全国火热展开。各地还把学习党史同
总结经验、观照现实、推动工作结合起来，弘
扬党的光荣传统、优良作风，践行党的初心使
命、根本宗旨，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
活动，涌现出许多感人故事。

上海市
浦东新区的

“百年党史
路 奋 斗 新
征程”党史
学习教育巴
士课堂活动
现场。
资料图片

6968/6967 次
列车上的“山特
产求购信息栏”。

资料图片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
历史，我在不同场合也提出了要求，归纳起来，
主要有这么几条。一是我们党已经发展成为一个
走过百年光辉历程、在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
70多年、拥有9100多万党员的世界上最大的马克
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
伟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要始终站在时代潮流
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
之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二是历史是最好的老
师，我们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历史最为可
歌可泣的篇章，历史在人民探索和奋斗中造就了
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又造就了历史
悠久的中华文明新的历史辉煌。一切向前走，都
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

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
发。三是学习党的历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
必修课，这门功课不仅必修，而且必须修好。四
是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重温这部伟大
历史能够受到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
念的生动教育，必须铭记光辉历史、传承红色基
因。五是要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
社会主义发展史，广大党员要以学习党的历史为

重点，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在学习领悟中
坚定理想信念，在奋发有为中践行初心使命。六
是我们党的历史就是我们党与人民心心相印、与
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一定要
一块过、一块干，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
系。七是全面宣传党的历史，充分发挥党的历史
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作用，是党和国家工作大
局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八是回顾历史不是为
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

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
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
前进的勇气和力量。九是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
识历史，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分清主流和
支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扬经验，吸取教
训。这些都是我们党对
党的历史的一贯立场和
态度，体现了我们党
对学习运用党的历史

重要性和必要性的深

刻认识。
——摘自习近平在党

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

讲话（2021年2月20日）

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党中央高度重视学习党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