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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品读读红红色色经经典典 品品味味书书香香社社区区
临汾路街道党建引领“红色品读会”项目撷英

谈古论今
讲好人生故事

走进汾西路 87 弄居民区， 在小区
大门口可以看见黑板报上， 写着谈古论
今理论学习读书会活动预告。 说起来，
这个学习小组已经走过了 15 个年头。

汾西路 87 弄临汾名城为商品房小
区，自 2004 年建成后，业主逐渐入住，
居民区党总支组织党员成立了时事学习
小组。 随着住户增多， 学习小组也吸纳
了部分党外阅读爱好者。 学习队伍扩大
后， 仅读报座谈满足不了队员们对学习
多样性的需求。 在党总支的关心下，学
习小组优化扩充队伍，选派热心者担任
组长， 并更名为谈古论今理论学习读书
会。

这是一个成员平均年龄 70 多岁的
读书会， 现任会长为蔡国源。 读书会现
有在册人员逾 20 名，其中党员过半，内
有老战士、医护工作者、铁路员工、退役
军人、港务工人和为数不少的政工人员
等等，共同品读红色故事，分享、宣传和
弘扬红色文化。

读书会原来每月活动一次， 大家总
感觉意犹未尽， 心中还有许多话要说。
大家热切地希望每月两次为佳。听呼声，
顺民意， 学习读书活动频次后改为每月
两次，每月逢 10 日和 25 日开展学习读
书活动，由一位主讲人围绕主题主持学
习。 听完主讲人讲课后， 学员们再结合
自己的心得体会一起交流分享。

蔡国源向记者介绍道， 团队有一个
好传统，即每当有新学员进来，首先讲
好自己的“人生故事会”,与大家分享
自己流金岁月中精彩的一页，也让大家
了解自己。 在主题学习中，紧扣主题，却
又不局限于主题， 主讲和大家谈并举，
人人参与，百花齐放，取得共识。 比如，
春节话说春联，3 月学雷锋，5 月讲好红
色故事、端午评说不屈的屈原，6 月讲安
全警示宣传，7 月讲不忘国耻等。

同时，组员们还精心设计了红色一
日游参观路线，从人民公园到北外滩再

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等，大家一起走
出去学习，看改革开放发展成果。 由于
经常在一起读书，这些书友们也变成了
好朋友，互相关心，彼此牵挂。 88 岁的
戴炳海原是上海石化总厂厂报编辑，退
休后成为读书会一员。 两年前，他置业
江西养老，偶尔回临汾名城小住，依然
线上坚持参加读书活动，积极发言。 每
逢春节、中秋等传统佳节，还以诗会友，
向群里的老朋友们问好。

此外， 谈古论今理论学习读书会还
十分关心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 在暑假
期间，读书会的老爷爷们与社区青少年，
开展大手牵小手活动， 让孩子们聆听通
过红色故事，了解刘胡兰、王二小等英雄
事迹， 从小在心中播种下热爱祖国的种
子。

乐在分享
提升文学涵养

和源书香读书会成立于 2018 年 8
月，当时以小区合唱队以及部分党员为
班底，随着时间的流逝，人员更迭，目前
成员有 12 名，其中 8 名党员。该读书会
针对书友的兴趣、爱好、特长开展活动，
每次活动开始首先播放一首朗诵节目。

12 月 3 日， 伴随着一首慷慨激昂
的诗朗诵《人民万岁》播放，和源书香
读书会成员以聆听诗朗诵的学习形式
开始了读书活动。 在和源名城小区书画
室，书友们围桌而坐，一起聆听周长荣
的红色诗朗诵作品，一起分享读书的乐
趣。“周老师的朗诵振奋人心，不仅让人
回忆起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峥嵘岁月，更
让人感受到了中国共产党不忘初心、牢
记使命、勇攀高峰，再创辉煌的美好愿
景。 ”党建联络员施连周感慨道。

在品读会上， 会长谭志超将街道赠
送的一批红色读物转赠给每一位书友。
这些红色书籍为社区党员群众日常的理
论学习：了解党务党史提供了丰富资源。

谭志超还向记者介绍道， 读书会人
才济济： 有擅长水墨画的九旬老翁陈金
清，他乐于教书友们现场作画；陈正泉老
先生则擅长古诗及书法； 爱好摄影的黎
少华曾站在黄浦江边，时隔 30 年，在同
一地点同一角度，拍摄了一组反映浦东
开发开放 30 周年的今昔对比照， 令人
赞叹；家中藏书数十万册的朱学增老先
生，时常给书友们介绍家中藏书的孤本；
王明德爱好硬笔书法，写得一手好字；刘
水妹擅长剪纸、年画创作，她创作的《贺
新年》 系列作品充满童趣， 年味十足
……

爱好篆刻和书法袁小毛还跟记者分
享了自己加入读书会的契机———2018
年，他看到居委会宣传橱窗内，经常有书
画作品展出，便主动询问加入，这才成为
了读书会的一员。“大家志趣相投，在书
画室里以文会友，共同阅读红色书籍，很
开心也很受益。 ”

青春出动
点燃书香热情

习近平总书记嘱咐当代青年“人生
的扣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 勉励青年
们从现在做起， 从自己做起，“勤学、修
德、明辨、笃实”，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将
其推广到全社会去， 努力在实现中国梦
的伟大实践中创造自己的精彩人生。
2020 年 5 月起，临汾路街道组建了一支
由 12 名青年党团员组成的青年 （职
工）理论“三学”小组，取名“纽扣品读
会”，通过常态自主学、定期集中学、灵
活方式学，引导基层青年党团员在“学
‘四史’、学理论、学经典”的过程中，夯
实红色基底，扣好思想上的一枚枚“红
色小纽扣”，更好地奋进新时代、迈步新
征程、践行新使命。

记者查阅“纽扣品读会”核心书单，
有 《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
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第二
卷）、《巨变：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记忆》
《苦难辉煌》《大江大河》（四部曲）等
红色经典著作，鼓励学员读原著、学经
典， 并要求每人认领 1 本红色书籍，进
行重点品读分享。同时，每人还认领了 1
本街道自主撰写的《社会转型与城市基

层治理形态演进———以上海市静安区临
汾路街道的实践为例》，以及 1 本“初
心·使命” 学习笔记。 特别是该学习笔
记，首页印有由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定制的 “初心·使命”8 学时打卡栏，成
员们可以通过聆听讲座、参观社区红色
基地等方式，完成学习打卡。

如何激发青年学员的书香热情？
“纽扣品读会”小组组长李蓓蕾介绍说：
“我们除了品读红色书籍， 还制作每周
学习手账、举办小组书香活动，鼓励学员
们以年轻人的方式输出和分享‘书香成
果’。 在学习过程中，注重结合街道‘四
史’学习教育‘四大红色课程’，将‘精
品党课月月有、初心微党课周周上、那年
今日故事会周周讲、 答卷人情景党课天
天见’的共享资源，充分融入青年学习
课堂，进行按需点单。 ”例如，以“绘图
展学”为方式，组织成员结合自身的“社
区发展感悟”“四史品读心得”， 开展
“阅读领航·绘笔生花·点睛启行” 主题
分享会， 共同制作 “美好临汾书香小
报”，巩固学习成果；以“专家见学”为
方式，特别邀请街道原“初心讲师团”团
长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向成员讲授
《从四史学习中回望临汾的发展》 微党
课，分享社区治理妙招；以“情景悟学”
为方式，组织成员参观“我们众志成城”
上海防控新冠疫情主题展览、 中国劳动
组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街道“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展厅等重要点
位；以“党课知学”为方式，组织成员聆
听 《从抗疫谈中国自信》《身为一叶无
轻重，愿将一生献宏谋———于敏》《学习
党史新中国史， 牢记共产党人初心与使
命》等精品党课；以“文件精学”为方
式，引导成员学习领会中国青年报连载
刊文“习近平和大学生朋友们”，以及十
一届上海市委九次全会决议、 静安区一
届十二次全会等文件精神。

据介绍，读书会还打通信息壁垒，搭
建“线上学习笔记”分享平台，引导青年
党团员们灵活运用 “思维导图”“创意
剪贴画”“手写心得”等多样方式，每周
记录并上传“四史”学习内容和心得，巩
固学习成效。 “近期，我们将以静安 99
处红色遗址为打卡清单， 让每个青年党
团员认领一处红色遗址， 并进行 TED
演讲，分享学习成果，展示青春风采。 ”
后续，纽扣品读会也将进一步探索“帮
学、互学、辅学”的学习模式，辐射带动
更多青年党团员为辖区年老体弱、 行动
不便的老党员开展“送学上门”活动，真
正搭好“大手、小手”互学共助的“连心
桥”。

为了凝聚红色力量、 传承红色血
脉、赓续红色基因，临汾社区的百余名书
友们在一起，共读红色经典，书写书香感
悟，汲取智慧、积累力量，共建美好家园，
共绘时代新篇。

□记者 张翠玲

临汾路街道一直努力成为全国
城市基层党建的一面旗帜， 社区发
展始终与红色基因深度融合。 2018
年 7 月 3 日起， 临汾路街道坚持党
建引领，建立了党建项目———“红色
品读会”。

据悉，“红色品读会”项目分设 8
个读书小分队，经过两年多的发展，
已经在社区开花结果。 其中，1 个青
年纽扣品读会应需成立， 以机关青
年带头学习红色经典为先锋， 凝聚
更多的社区青年书友共读好书；谈
古论今理论学习读书会、 和源书香
读书会、 久久读书会等 7 个社区读
书点则在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的
指导下，整合了社区读书资源，充分
鼓励社区党员群众， 定期开展红色
著作品读学习活动， 将品读红色经
典、传承红色文化与社区治理、文学
涵养等需求相融合， 营造了浓厚的
书香社区氛围。

““纽纽扣扣品品读读会会””核核心心书书单单

和和源源书书香香读读书书会会开开展展读读书书活活动动现现场场

汾西路 87 弄谈古论今读书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