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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民族，8个“90后”让信仰起航
!"年前!在渔阳里 #号!一群年轻人创建中国首个青年团组织

谁污染!就应该谁埋单!"#$

纪 玉部校共建新闻学院
继续深化推进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永远奋斗

本报记者 陆梓华

红色基因传承

! ! ! !一个人如果弄伤了别人! 要赔偿医

疗"误工"营养等费用#如果损坏了别人的

东西!应尽力维修或赔偿维修费用!修不

好的话!还要赔偿相应损失$ 生态环境也

是如此$ 谁污染%谁埋单!谁污染了环境"

破坏了生态! 谁就应该承担起赔偿责任"

修复受损的生态环境&

近日!中办%国办印发'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制度改革方案(!方案提出!从明年 !月 !

日起!在全国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此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在 "个

省市先行先试$ 比如!在先行试点的贵州

省!一企业违法倾倒废渣的行为不仅对当

地环境造成污染! 还导致生物量减少%景

观消失%地下水补给功能减弱等生态环境

损害$ 按照原有制度!只能对企业进行行

政处罚$有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试

点方案!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评估%省环

保厅与相关企业的磋商! 确定企业赔偿

#$$多万元! 并由法院发出司法确认书$

被污染地块的生态恢复将加快推进$

环境有价%损害担责!如何让这个原

则在现实中具备可行性) 关键之一!是解

决谁来索赔的问题$宪法和物权法等法律

规定!国家所有的财产即国有财产!由国

务院代表国家行使所有权!但自然资源受

损!谁是索赔主体) '改革方案(明确!国务

院授权省级%市地级政府作为本行政区域

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明确了索赔

主体!也等于明确了政府有责任为行政区

域内的生态环境*维权+!不仅要向污染者

索赔!还要监督生态环境修复和损害赔偿

是否执行到位!并接受公众监督&

人身权利"私有财产受到损害!由于关

系切身利益! 权利人的索赔要求往往是非

常迫切的& 政府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权

利人!在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时!也应该有切

身之痛!及时承担起*维权+责任!做到守土

有责& 这就需要完善相关制度"明确问责机

制& 环境问题具有很强的时效性!如果生态

环境损害不能及时发现报告" 及时启动评

估!后续工作就会遇到困难& 早发现"早治

理!生态环境得到修复的可能性也更大!治

理得晚了!就算能得到污染者的赔偿!已被

破坏的环境也很可能再难修复&

! ! ! !本报讯 本市深化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工作推进会
暨签约仪式昨天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董云虎出
席会议并讲话。

!""#年起，上海在国内率先创立“部校共建新闻
学院”模式。根据中宣部、教育部部署要求，在本轮深化
部校共建新闻学院工作中，市委宣传部与上海交通大
学、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大学 $所高校同时
开展共建。其中，与上海交通大学的共建，由上海报业
集团对接；与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的共建，由上海
广播电视台对接。共建工作将重点以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论述为引领，大力加强马克
思主义新闻观教育研究；以主动适应媒体深度融合、整
体转型需要为目标，全面加快全媒型后备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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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全国第一个团组织———
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霞飞路渔阳里 (号成立。
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不论年龄大小，都加入青年
团，开展工人运动。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建
立后，向各地分发团章和信件，要求建立团的组
织，并经常与北京、广州、武汉等地互通情况，交
流经验。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实际上起到了发动
和组织成立中国共青团的作用。应该说，这幢普
通的石库门房子是中国青年的红色起点。时光流
逝，岁月在那石库门的清水墙刻下的印记永远无
法磨灭。那段红火的日子尽管短暂，却把渔阳里
永远留在中国青年的运动史上。

李瑊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渔阳里历史文

化研究会会长-

! ! ! !如果时光倒流百年，这也是一群不折不
扣的“%&后”———李汉俊，出生于 #'%&年；陈
望道，#'%#年；沈玄庐，#'%! 年；袁振英，
#'%$年；叶天底，#'%'年；俞秀松和施存统，
#'%%年；金家凤，#%&)年……
和现在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憧憬未来，

追求美好；因为生于乱世，他们的肩上更多
了一份对国家和民族的担当。最终在上海渔
阳里 (号的二层石库门小楼，信念得以起
航。#%!&年 '月 !!日，这 '名当时平均年龄
!$岁的年轻人发起成立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不久团中央机关也正式建立。#%(#年，国
务院将渔阳里 (号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旧
址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年，利用渔阳里 #至 *号整修扩建的机会，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正式开馆。

相遇 因为共同的追求
+%+%年，北京学生掀起“五四”爱国反帝

运动高潮，也激发起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学生俞秀松的战斗热情。他和同学们发动杭
州 )"""名学生集会声援北京。他又和同学
宣中华创办了《双十》半月刊（后改为《浙江
新潮》）。很快，这本刊物被反动当局查封，主
编俞秀松等被迫离开杭州，赴北京参加工读
互助组。但俞秀松很快意识到，现行社会不
进行彻底改造，工读互助只是一种乌托邦的
空想。+%!"年，他南下上海，在陈独秀、戴季
陶、沈玄庐的支持下，俞秀松到虹口区的厚
生铁厂做工，实践自己提出的“打破知识阶
级的观念”“投身到劳动界”中去的诺言。

+%+'年，出生书香之家的湖北青年李汉
俊从日本学成归国。受到新思潮的影响，他
放弃了做一名工程师的想法。他到上海，在
一所中学任教，同时通过不同渠道传播马克
思主义真理，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
上，发表了约 %"篇译文和文章。

+%!"年 !月，浙江师范第一学校国文教
员陈望道带着刚刚由日语版翻译完成的《共
产党宣言》和一封来自上海《星期评论》编辑
部的邀请函，前往上海。陈独秀请陈望道担
任《新青年》编辑。就在这时，共产国际代表
维金斯基也秘密前来上海，为了避免引起密
探的注意，他们选择渔阳里 (号戴季陶住所
见面，约请上海共产主义者聚谈，筹备成立
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风云际会，一个又一个年轻的身影，在
上海相聚。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发起人陈独
秀、李大钊等人对发展中国青年运动、在青
年中培养和挑选预备党员的工作给予了极

大关注，提议应尽快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组
织，作为党的助手，并由组织内最年轻的成
员俞秀松负责组织和主持团的工作。

+%!"年 '月 !!日，中国的第一个社会
主义青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
海霞飞路渔阳里 (号正式成立，俞秀松为首
任书记。在俞秀松撰写的社会主义青年团的
章程中，明确规定，团的主要任务是研究科
学理论，实现自由平等，宗旨是实现社会主
义改造和宣传社会主义。

掩护 建!外国语学社"

走进渔阳里 (号底楼，参观者会看到一
间普通教室的模样。为了便于团结、培养进
步青年，并且为输送青年赴苏俄学习作准
备，+%!"年 %月，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伊始，
在此创设“外国语学社”，以公开办学校的形
式，掩护革命活动。

+%!"年 %月 )"日出版的《民国日报》
上，刊登了一则外国语学社招生广告，“本学
社拟分设英、法、德、俄、日本语各班，现已成
立英俄日本语三班，除星期日外每班每日授
课一小时，文法读本由华人教授，读音会话由
外国人教授，除英文外各班皆从初步教起。
每人选习一班者月纳学费二元。日内即行开
课，名额无多，有志学习外国语者请速向法界
霞飞路新渔阳里六号本社报名。此白。”

刊登这一广告的人叫杨明斋，戴季陶搬
走后，他是渔阳里 (号新的承租人。十月革
命前，他加入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
+%!"年，以维金斯基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工作
组到中国活动，杨明斋为小组成员，担任翻
译和协调工作，并参与建立了上海马克思主
义研究会。当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无产阶级
革命先驱者们认为，要学习苏联的革命理论
和经验，首先必须培养一批懂俄文的干部。

外国语学社应运而生，为培养党的干部和输
送有志青年赴俄国学习做准备。

在外国语学社，老师大多是上海的共产
党早期组织成员：李汉俊教法语，袁振英教
英语。李达教日语，俄语课由校长杨明斋和
维金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任教，学生增多
后，又聘请了王元龄任教。如今的渔阳里 (

号，仍保留着当时的情景：一楼厢房排着长凳
和课桌，挂着黑板，当年，十来平方米的教室
内，最多时挤进 *"余人。二楼东面的亭子间
为俞秀松卧室，西面的亭子间为杨明斋卧室，
一床、一椅、一桌，全然没有“校长”的派头。厢
房、客堂间，架起了棕绷和铺板，学员们多的
时候就打起地铺。

当时，大部分学生生活很艰苦，每月生
活费只有五元左右，有时五个人只包四个人
的饭，省下一个人的饭钱。青年学生在上课
之余，积极参加革命实践，有些人还参加油
印、运送、散发革命传单，+%!"年上海第一次
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筹备活动，+%!+年
“三八”妇女节纪念会和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筹备会，都在这里举行。

这批学生中产生了上海社会主义青年
团首批团员，刘少奇就是其中一员。在渔阳
里学习生活了八个月之后，刘少奇经上海的
共产党早期组织介绍启程赴俄，辗转到莫斯
科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在那里他正
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刘少奇一样，萧劲
光、任弼时、罗亦农、汪寿华、谢文锦、王一
飞、梁柏台、李启汉……+%!+年春天，先后有
)"多名学员分三批去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传承 引领当代青年
不久，在渔阳里 (号进行的革命活动就

受到了租界当局的注意。+%!+年 $月 !%日，
法租界巡捕房搜查了渔阳里 (号。*月，青年

团暂时停止活动。
!""$年，共青团中央和上海市委对渔阳

里进行全面整修扩建，并成立旧址纪念馆。
序厅中，)"米长的巨幅铜板壁画真实再现了
%"多年来我国青年运动的光辉历程，一面巨
大的团旗，成为中学生入团宣誓、青年人重
温入团誓言的地方。

展厅中，有一面贴满五彩 , 次贴的墙
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很高兴能带领我们
雏鹰小队到这里，我下次还会来的”“追求
梦想，改变未来”“非功利，非名望，为中华
崛起而读书”……或稚嫩或感慨的笔触，表
达着当代青少年内心的触动。,次贴墙旁，
摆放着衍纸做的团旗、橡皮泥捏的卡通解
放军等小手工。馆长王娟介绍，渔阳里团中
央旧址纪念馆除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传播红
色精神，更设计了一系列活泼生动的活
动，吸引年轻人参与。

!"+* 年开始，纪念馆每月一次将红色
主题和非遗传统相结合，举行手工亲子活
动；纪念馆还编绘了以渔阳里为起点的一
公里红色地图，涉及周边 !" 余个红色景
点，一推出就受到各个街道、学校的欢迎。
馆内工作人员将渔阳里的故事编成课件，
走进沪上各所中学讲团史。用 %"后讲解员
施颖杰的话说，要让学生们感受到“信仰的
味道”，当年为了信仰抛头颅洒热血的时
候，也不过是和自己相仿的年纪。

今年暑假，纪念馆和黄浦区文化馆推出
原创情景诗剧《追寻》，以推动中国革命历程
的代表性人物作为剧本素材，包括“俞秀松：
渔阳里走出的勇士”等 +!个节目。演出历时
)个月，连演 ++场，几乎场场爆满。“历史不
是割裂的，我们要立足渔阳里，走出渔阳里，
让更多人体验到城市的温度和传承的力
量。”王娟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