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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码看诸暨红色教育风貌

□本报记者 金 澜

10公里长的次坞溪穿镇而过，一

路绿意，尽显小桥流水的自然风光。

靠山而居，伴水而栖。诸暨市次

坞镇，这座素雅静谧的山水小镇，是中

国共产党早期杰出的革命活动家俞秀

松的故乡。

这些天来，俞秀松纪念馆内人头

攒动，慕名而来的人们想了解这位19

世纪“90后”的非凡人生，更想寻找共

产党人的力量源泉。

“东南西北”狂生
100多年前的一个夏日，诸暨市

次坞镇溪埭村，一个男婴呱呱坠地，他

叫俞秀松。

俞秀松的父亲俞韵琴推行民主的

家庭教育，懂得言传身教，坚持以身作

则，从不打骂子女，也不独断专行。在

新式教育氛围中，俞秀松养成了勤读

书、爱思考的好习惯，立志成为对社会

有用之人。

1916年，俞秀松考入了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他立下誓言：“我的志

愿，将来要做一个有利于国、有利于民

的东西南北人。”1919年，巴黎和会中

国外交失败，北京大学等13所大中专

学校的学生3000多人在天安门前集

会，随后举行示威游行。俞秀松和同

学、诸暨老乡宣中华等组织和领导了

杭州14所中等以上学校学生3000多

人齐集湖滨公园举行示威活动、响应

五四运动，他也被誉为“杭州学生运动

的领袖和先驱”。

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取得胜利后，

全国出现了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潮流。俞秀松与同学一起创办《浙江

新潮》，宣传马克思主义，成为浙江新

文化、新思想的一面旗帜。但是很快

受到了政府当局和各种旧势力的非议

和阻挠，俞秀松被迫离开学校。

1920年，俞秀松前往北京，加入

工读互助团。但互助团“乌托邦的空

想”遇到困难，不得不在3个月后解

散。俞秀松从此丢掉无政府主义空想

蓝图，抛弃了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

义，转变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发出

了“我此后不想做个学问家，情愿做个

被‘举世唾骂’的革命家”的豪言壮语。

1920年 3月，俞秀松南下上海，

结识了陈独秀等人。在陈独秀的指派

下，俞秀松开始青年团筹建工作。8

月，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俞秀松

担任书记。1921年，中国社会主义青

年团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成

立，俞秀松担任临时团中央书记。

1935年，俞秀松化名王寿成，受

共产国际委派，带领一批共产党人来

到新疆，帮助盛世才政府制定并推行

“六大政策”，扭转了当时新疆腐败落

后的政治局面，恢复了经济，发展了教

育文化，改善了民族关系和各族民众

的生活，为新疆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社

会进步作出了卓越贡献。

作为新疆民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

俞秀松带领一批共产党人充分利用这

一组织形式，不失时机地大力传播马克

思主义。创办机关刊物《反帝战线》，撰

写社论文章；定期举办会员训练班，讲

授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等；

开办文化书店，发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经

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在新疆大地广泛

传播开来，给当时处于灾难深重中的新

疆各族民众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打造红色超级IP
2021年6月3日，诸暨市举行青

年理论宣讲大赛暨微型党课大赛，诸

暨市实验小学教育集团庆同小学校长

丁圆伟的演讲《用觉醒之意识，铸无悔

之青春》，从俞秀松生平讲到弘扬秀松

精神，感动了众多嘉宾评委，夺得一等

奖。在诸暨，秀松精神是毋庸置疑的

红色超级IP。

“我们正在抓紧修缮，准备以最好

的面貌迎接八方游客。”站在俞秀松故

居前，俞秀松的侄子、72岁的俞治华

老人告诉记者，20年前，他弃商回家，

从父亲手中接过管理俞秀松故居的重

任，并义务担任讲解员至今。

据了解，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传承

和弘扬秀松精神，次坞镇先后投资400

多万元建立俞秀松纪念馆，今年又投资

2700万元，开展溪埭村红色美丽村庄

建设，把秀松陵园、秀松故居、秀松纪念

馆等红色地串点成线，打造了一条可

看、可听、可学的秀松红色“初心之路”。

这条“初心之路”是该市红色研学

旅行的“爆款”。据悉，2020年俞秀松

纪念馆成功申报为首批诸暨市中小学

生教育研学实践基地、第二批绍兴市

中小学生教育研学实践基地，2020年

包括同济大学在内的上海15所高校

在此挂牌马克思主义教学实践基地。

通过实景参观、非遗文化感受、研学课

堂体验，学生们对俞秀松的生平事迹、

革命精神了解得更为深入。

诸暨市教体局副局长胡伟霞表

示，该市通过建立红色文化与学科融

合、与研学旅行融合、与实践活动融

合的“三融合”体系，全面推行“三个

三”制度，通过家庭、学校、社会“三联

动”，凝聚传承红色基因的教育合力。

“学习秀松精神，不仅是一次研学，

更要融入到校园生活的方方面面。”记

者了解到，该市教体系统每年都会组织

革命故事演讲比赛、红色绘本阅读比

赛、主题朗诵会，鼓励学校开学第一课

说秀松，清明祭扫俞秀松烈士陵园。

1919年，俞秀松回乡探亲，临别

时，大弟俞寿乔问什么时候回来，俞秀

松回答说：“这次出去，什么时候回来

不一定，我要等到大家有饭吃，等到讨

饭佬也有饭吃，再回来。”谁知世事难

料，一去竟是永别！

沧海桑田，斗转星移。如今在诸

暨，秀松路、秀松公园……饱含着家乡

人民对这位革命先辈的深切思念，“对

党绝对忠诚”的秀松精神正在一代又

一代的共产党人中传承。

教育激活红色细胞
“我身后的这位叔叔就是俞秀

松……”一阵阵清脆的童声在俞秀松

纪念馆响起，次坞镇中心小学的小讲

解员上岗了。

作为距离俞秀松纪念馆最近的小

学，学校开发了小导游课程“和乐小导

游”，组建了一支小小讲解员队伍。六

年级学生施洁楠是其中一员，为给游

客带来最佳的聆听体验，她跟随学校

教师拜访了俞秀松的后人，还在图书

馆和网络上查阅了众多资料，并一遍

遍地排练。她告诉记者：

“俞秀松是次坞镇的骄

傲，他的故事我们小时候

就听长辈讲过，如今能够

系统性地梳理，并介绍给

游客朋友们，更是荣幸。”

“‘扬秀松精神，育和

乐少年’是学校办学理

念。”该校德育主任、少先

队辅导员金玉螓介绍，学

校还在每周二下午开设

队课，帮助学生汲取精神

力量；清明祭扫俞秀松烈

士陵园；建队节和儿童节

的入队仪式搬到俞秀松

纪念馆、秀松公园等地去

办，党员教师为小朋友们

挂红领巾，营造“党员带团

员、团员带队员，红色基因

代代传”的良好氛围。

而一墙之隔的秀松中学，俞秀松

雕像屹立在校园中央，两侧还立着高

大挺拔的松树，四季常青。教学楼外

墙上写着“扬秀松精神 展青春风采

做社会脊梁”三行大字，位于外墙顶端

的校徽则是“秀”字的变体字，禾子头

变成了一棵松树，代表俞秀松。

副校长俞航天告诉记者，学校不

仅开发了校本课程“苍柏秀松”，还聘

任俞秀松后人为校外辅导员，带领学

生前往俞秀松故居、烈士陵园等地开

展红色研学，将入团仪式放到俞秀松

烈士纪念碑前，教导学生从入团第一

天起就要对党忠诚。2019年，为了让

学生更清楚地了解中学生如何践行秀

松精神，学校还自编自导了微电影《我

的秀松梦》。

俞秀松是次坞镇的乡贤，秀松精

神更是诸暨全市的宝贵财富。前不

久，诸暨市教体局党史学习教育宣讲

团成员、秀松中学教师孟琳就受邀给

山下湖镇全体学校干部作了“向光生

长，秀松长青”的党史专题宣讲。正如

胡伟霞所说，全市教育人都应该了解

熟知秀松精神。

红色星火播撒到“东西南北”
“秀松”常青屹立于古越大地

本报讯（记者 季 颖）根据省教

育厅党委统一部署，6月24日，省教

育厅党委书记、厅长陈根芳巡听浙江

师范大学党委理论中心组专题学习

会，并作指导。

会上，专题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共同富裕”重要论述精神、省

委十四届九次全会精神。浙江师范

大学党委书记蒋国俊作总结发言，

校长郑孟状，经济与管理学院、中非

国际商学院党委书记郑文哲，教师

教育学院院长周跃良等作中心发

言，其他同志作交流发言。经济与

管理学院、中非国际商学院教授郑

小碧作辅导报告。

陈根芳对此次学习会作了点评，

他指出学习会准备充分、主题鲜明、

重点突出，特别是结合工作岗位，谈

认识、谈体会、谈不足、谈举措，达到

了预期的效果。

陈根芳指出，建立省属高校党委

理论学习中心组巡听旁听制度，是贯

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要求，加强高校政

治建设的重要举措和有力抓手。他

强调，要进一步处理好“学”和“悟”的

关系，“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

局”是党史学习教育的主题主线，其

中，学深、悟透是根本、是关键，“学”

为“悟”之源，“悟”是“学”之要，让学

习成为一种自觉、成为一种习惯，用

真理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

作。要进一步处理好“知”和“行”的

关系，“知”，必须做到“学深悟透”、真

懂真信、入脑入心，进一步坚定理想

信念，牢记初心使命；“行”，则需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把

自己摆进去，和工作相结合，争做“为

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践行者和

使命担当者。要进一步处理好“教

书”和“育人”的关系，“教书”和“育

人”的关系是多维的，既关系到办学

定位和长远发展，也影响着教师队伍

建设和教育事业发展，师范院校的

“教书”和“育人”是具有传承意义、相

互深度交融、最体现专业的，希望浙

师大继续坚持“师范为本”的办学定

位，加强一流师范专业建设，推进学

校特色发展，专心致志做好教师的培

养工作。要进一步处理好“安全”和

“发展”的关系，必须对两个大局有清

醒的判断，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发展

是安全的保障，坚持统筹发展和安

全，构建责任体系、闭环机制的链条，

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树立底线

思维，注重堵漏洞、强弱项，下好先手

棋、打好主动仗，毫不松懈地把校园

安全稳定工作落实、落细，为建党百

年和事业发展营造和谐稳定的校园

环境。

会前，陈根芳一行参观了从“浙”

里看百年——百所高校百件大学生

多媒体作品展。省教育厅相关处室

负责人，浙师大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

成员，联学单位党委领导班子成员参

加本次学习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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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海“变废为宝”
校园周边荒地成劳动基地

本报讯（通讯员 钱鹏程）眼下正值玉米丰收

时节，温州市瓯海区外国语学校北面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里的玉米也成熟了。6月22日，天气转好，孩

子们走进田间地头感受采摘乐趣。

学校办公室主任卢庆慧介绍，这块美丽的“宝

地”原为温州轨道交通S1线沿线工程垃圾堆放

地。学校与新桥街道对接，主动绿化该“废弃地”。

同时，还配套编制了劳动教育课程内容，采用项目

化、活动化的形式推进，真正用活用好这块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

据悉，今年以来，瓯海区教育局投入523万余

元，陆续完成了111亩校园周边闲置荒废土地的整

治提升，共涉及24所学校（幼儿园），打造了瓯海教

育版的“金角银边”利用工程。

值得一提的是，针对校园周边闲置荒废土地脏

乱差的现状，区教育局一改单纯依靠当地街道整改

的办法，以全国中小学劳动教育实验区创建工作为

契机，配合区委区政府“美丽瓯海全域行动”战略决

策，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与环境提升相结合，

系统谋划，变废为宝，成功让学校的劳动教育从校

内走向校外。

为迎接建党百年，杭州市天长小学近日组织学
生在西湖边开展红歌快闪活动，吸引了众多游人驻
足观看。

（本报通讯员 张明江 摄）

红歌快闪颂党恩

诸暨市次坞镇中心小学学生在俞秀松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诸暨市次坞镇中心小学学生在俞秀松纪念馆做小小讲解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邵焕荣邵焕荣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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