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享受了一次“教育大餐” 

陈永青 

 

这个寒假，我除了享受“春节晚会”这顿文化大餐外，还有另一次称作教育

的大餐，即教育部关工委在央视教育频道连续播出“读懂中国”活动中 15 个微

视频和 36 篇征文作品。作为一个已耄耋之年的退休教师，为啥喜称它为“教育

大餐”？ 

一，这是一项特色的主题教育活动 

2018年，教育部关工委指定 20所直属高校试点开展“改革在身边，开放在

眼前”的主题教育活动。其中上海有复旦、交大、同济和华师大四所。要求青年

学生与亲身经历重大事件的“历史见证者”老同志结对进行面对面的访谈，并以

学生制作微视频（五分钟）和征文的形式展现广大教育系统“五老”的奋斗历程，

感人事迹和真实感悟，使在校学生收到生动鲜活的党史国史教育。 

我认真看完这 15个微视频和 36篇征文作品，对我来说是一次“教育大餐”。

它不仅内容丰富，形式精美，制作上等，饱了眼福，开拓视野，是教育和引导当

代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和文化教育观的富有创新的特色主

题教育活动，是关心下一代所开展的较生动的教育形式，值得大家点赞！ 

二、复旦参与其中，更亲近并富有荣誉感。 

这份大餐中，复旦“品牌”有一个微视频和三个征文作品（见附件）。2018

年，校关工委根据教育部关工委关于开展“读懂中国”试点活动和通知精神，联

合校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学工部、研工部，召开联席会议，并统一部署到学校

二级关工委。首先在生命科学学院作为试点，积累经验推向全校。各分党委重点

布置学工部选好老同志并开展主题教育的访谈活动。学校在各院系推荐的 33 个

拟定的老干部、老教授、老专家中选送了 3个微视频和 5篇征文。经教育部录用

的是一个微视频和三篇征文。其中学生微视频作品展播已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 月 4 日在中国教育电视台一频道（CETV）播出，并在部关工委微信

公众号进行了展播；学生征文讲述类节目于 2019 年 1 月 28日-2 月 4日播出。 

教育部关工委为此精心组织，中国教育电视台精心制作，“读懂中国”征文

总导演张宏，浑厚富有深情的朗诵让我听得出神。当生命科学学院陈永青教授、



华山医院前党委书记张永信、复旦医学院闻玉梅院士和信息学院王威琪院士的视

频展播时，更是热血涌动。这是一批老复旦人，不但是复旦的见证者，更是改革

开放四十年的亲临人。他们站在复旦，讲述的是四十年改革开放的生动故事，学

生们充满激情的朗诵，是学生们受到教育发自内心的那份感动，他们为复旦自豪

更为祖国骄傲。这是多好的教育形式，这是富有特色和创新的学生思想政治课。 

三、期盼“大餐”年年有，下一次会更好。 

去年的大餐回味正浓，我已知道这项主题教育活动将持续四年，今年将会围

绕新中国建立 70 周年。届时，将让亿万人民为祖国的繁荣昌盛，大抒特书满满

的家国情怀，复旦园一定充满着“我与祖国同命运，我与祖国共发展”的豪言壮

语。“我爱您，中国”的歌声将伴随对祖国满怀深情地挚爱，为实现中华民族复

兴的雄心壮志和决心，投入到把复旦建成世界顶尖大学的教育洪流中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