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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分钟宣讲准备了近一个月
论专业，施亚英曾获全省第八届微型党课大赛的三等奖，

也是南湖红色宣讲员；论跨界，这位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员喜欢

创新，积极尝试不同的宣讲方式。

施亚英说：“严谨准确是根本，党史宣讲容不得半点马虎，

我们不会去做标新立异的东西。我们的探索尝试，主要是在讲

述过程中自创教具，串联古今，增加趣味性。”

“张琴秋长于乡野，却胸怀理想，心向远方。在革命与生

活、家庭、情感的三次抉择中，她毅然选择为革命事业奋斗终

生⋯⋯”说着，施亚英拿出一套自创教具，四块分别写着“中”、

“冲”、“种”、“忠”的米字格展示板，“这个‘中’，就是中国共产党的

‘中’，无论是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岁月,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中国

共产党始终是全民族的‘中流砥柱’。给‘中’字加上两点水，变成

一个‘冲’字，这是一股冲劲——敢说、敢试、敢担当⋯⋯给‘中’加

个‘禾’，变成种子的‘种’，这是坚韧不拔的种，不轻言放弃，百折不

挠；最后给‘中’字加上‘心’字底，是不忘初心的‘忠’。”

临近下午2点，当天的宣讲活动结束，施亚英赶着回市疾控

中心上班。这是3月以来，她趁着工作之余讲的第五次党史课。

为了避免演讲的痕迹太重，大家不爱听，撰写讲稿前施亚英

查阅了关于张琴秋的十几万字史料。回忆起这个过程，她深有

体会：“从对张琴秋模糊浅显的了解到建立起全面立体的画像，

并深刻理解革命先辈的精神过程，深深地净化了我的思想。”

讲稿完成后，施亚英又向专业讲课老师请教，一个个细节

慢慢抠、慢慢打磨。为了寻求老百姓听得懂的“土言土语”，施

亚英还针对不同的受众，准备好几个版本，力求把党史故事讲

得更生动。就这样，一份10分钟的宣讲稿，施亚英前前后后花

了三周时间，大大小小的修改不下30次。功夫不负有心人，施

亚英的宣讲赢得了满堂喝彩。

讲者娓娓道来，听者心起波澜。施亚英觉得，能通过她的

讲述，让更多人感受到家乡的发展变化和精彩感人的故事，这

件事，值。

党史学习送到“家门口”
3 月 25 日上午，春风和煦，鸟语花香，一堂党史课在梧桐

街道杨家门社区礼堂开讲，社区党员和居民坐在一起，听得格

外认真。

“今天我先讲一讲‘一大’的故事，然后大家进行交流。”社

区党委副书记单园发也是一名“桐乡名嘴”宣讲员，他结合老旧

小区建设改造，将党史知识融入到居民日常的工作生活中。

随后，党员们结合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谈体会、谈认识。有

着56年党龄的袁林仙虽然已是84岁高龄，但依旧热心社区工

作。当天，袁阿姨带来亲手制作的百朵丝网花，献礼建党百

年。“这两年腿脚不太好，活动参加少了些，但只要身体允许，还

是要积极参与力所能及的事。”袁阿姨感慨地说，“作为基层党

员，我们要向居民多讲党的历史，多讲党的故事，多讲在党的领

导下我们的生活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

张星星是一名退休老党员，也是社区的志愿者。去年疫情

期间，她和丈夫积极响应社区招募，从大年初三开始就和社区

网格长一起在小区门口值守、测体温、登记信息⋯⋯连续奋战

了一个多月。“我们迎凤一期是开放式小区，社区工作人员任务

重，作为党员更要在关键时刻为大家出一份力。”张星星接过

话茬激动地说，“现在生活这么好，我们应该发挥余热，让社区

成为居民放心、安心、舒心的家园。”

杨家门社区面积 2.2 平方公里，常住 1.1 万余人，党员就有

1000 多名。为了推动党史宣讲“飞入寻常百姓家”，社区针对

党员人数较多的实际情况，打造“移动小课堂”宣讲模式，依托

“桐乡名嘴说百年党史”宣讲团“送学上门”，在小区公园、活动

室等党员群众聚集区域，以拉家常的方式讲党史、谈心得，变

“我要听”为“我要讲”。

在社区党委书记李红霞看来，这样的方式更能激发党员的

学习热情，让党史学习教育既接地气、又聚人气：“我们在党史

教育中听民声集民意，不仅让家门口党史课活起来，还架起了

为民办实事的‘连心桥’。”

让学党史变成“潮”生活
近年来，桐乡从全市各领域选拔和吸纳宣讲人才，组建“桐

乡名嘴”宣讲团；今年又从名嘴库里，挑选出百名领导干部、百

名老党员、百名先进典型、百名党组织书记、百名青年名嘴，开

始了“桐乡名嘴说百年党史”的宣讲行动。目前开展宣讲1000

余场，受众达7万余人。为什么他们的宣讲内容每次都能让大

家产生浓厚的兴趣，广受欢迎？

宣讲团用行动作答：在宣讲前，会通过专题培训班及分享会

进行专题辅导；同时开展选题问卷调查，收集了解党员群众想听

什么、爱听什么；宣讲中随机发放反馈表，收集大家的意见建议；

宣讲后总结经验，调整优化宣讲方式，提升宣讲的质量和水平。

有着39年教龄的桐乡七中老校长、“桐乡名嘴说百年党史”

宣讲团成员之一戴达祺也给出了他的答案。过去一周，他辗转

了三所学校，结合党史给学生们讲授如何做一名时代新人。

“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一艘小小红船承载着人民的

重托、民族的希望，穿过惊涛骇浪，成为领航中国行稳致远的巍

巍巨轮⋯⋯”戴达祺通过鲜活的人物故事、清楚的时间脉络，首

先让学生们直观地感受到先辈们的坚定信念。

“如何把党史故事讲得更灵活生动？让学生愿意听、喜欢

听？”在戴达祺看来，针对不同群体，宣讲内容不同，宣讲方式也

要随之调整，在给学生讲述党史故事时，就要善于挖掘学生感

兴趣的点，减少了公式化语言，用最活泼、最生动的语言结合当

下的实际生活，让党史故事“潮”起来。

如今，“桐乡名嘴说百年党史”宣讲团的队伍还在不断地壮

大。为了鼓励更多人加入到宣讲队伍，桐乡还制定了《桐乡市基层

理论宣讲实施办法》，从宣讲内容、宣讲形式、宣讲管理等方面推进

理论宣讲的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建设，引导“桐乡名嘴”深入学

习领会和宣讲党的理论成果和路线方针政策，同时开展“星级青年

名嘴”评比，提升了不少“青年名嘴”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下一步，我们将拓宽线上宣讲渠道，将一批精品课程和网

红名嘴搬上网，生动、鲜活地展示桐乡发展、奋斗历程和精彩故

事。”桐乡市委宣传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后只需点点手指，就

能在手机上看到“桐乡名嘴”精心准备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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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里而来的大运河

在石门拐了个弯，向东南

而去。今天，故事的主人

公就是上世纪初从石门湾

里走出来的一位‘无衔女

将’——张琴秋”仲春的桐

乡，春意盎然，4 月 9 日中

午，嘉兴桐乡中山东路的

伯鸿城市书房内，30 多位

市民正围坐在一起，听施

亚英讲述张琴秋三次离别

的故事。大家听得仔细，

直至散场还意犹未尽。

施亚英是“桐乡名嘴

说百年党史”宣讲团的团

长，这段时间，这样的宣讲

课程在桐乡遍地开花，一

群像施亚英这样的青年宣

讲员，赴乡村，进社区，到

企业，入学校，开展面对面

的党史宣讲活动。

桐乡市委宣传部相关

负责人说：“我们希望以大

家喜闻乐见的形式，特别

是用年轻人的视角和表达

方式，讲好党史故事，传承

红色基因，全方位、立体化

宣讲百年奋斗史，让越来

越多的人与新思想共鸣。”

成立名嘴宣讲团

桐乡创新形式传承红色基因

身边人说身边史
红色故事常学常新

施亚英讲述张琴秋的故事。张潘丽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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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桐乡青年名嘴说百年党史”启动仪式在濮院镇举行。陈建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