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永葆“初心”惠民生 传承“守护”向未来
——写在张人亚党章学堂成立五周年之际

“当习近平总书记了解到该本 《共产党宣言》 是由一名共产党员

的老父亲放在衣冠冢中方才保存下来时，连称‘很珍贵’，并问道

‘那你说的那个人呢’。为了答好‘总书记之问’，我们便为张人亚的

初心，安了这个家……”

从 2017 年 12 月 1 日开始，“北仑区霞浦中路 210 号”这个地理坐

标，因为有了张人亚党章学堂的存在，有了完全不同的含义。以这个

点为轴心，来自天南地北的朝圣者参观者纷至沓来，同样以这个点为

轴心，周边的城市面貌、生活品质焕然一新。

过去五年间，作为“党章守护地”的北仑霞浦，踏踏实实做好

“党史人物的挖掘、张人亚党章学堂建设、党章守护地街区打造”三

篇文章，守好红色根脉，传承红色基因，守护万家灯火，认真答好

“总书记之问”，让张人亚同志的红色精神在家乡落地生根，“让学堂

走出院子、让党建融入民生、让初心永续传承”。

一本 32 开的小册子，是张人
亚党章学堂里的“镇馆之宝”。

这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部“党
章”，共六章二十九条，明确了党员
条件和入党手续，对党的组织原
则、组织机构、党的纪律和制度等
也都作出了具体的规定，标志着党
的创建工作的最终完成。

这本小册子的原件，目前珍
藏于中央档案馆，是中共二大唯
一存世的中文文献。它之所以能
够避开战火得以保全，是因为北
仑霞浦人张人亚及其家人冒着生
命危险的拼死守护。

近一个世纪前，张人亚冒着
生命危险将中共二大决议、《共产

党宣言》 中文译本等一批党内重
要文件秘密送回老家，其家人为
此专门建立“衣冠冢”，将这些宝
贵的资料保存下来。其中现存的
首部党章上，“张静泉 （人亚） 同
志秘藏”字样的印章内容，清晰
可见。

可惜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
里，因为种种客观原因的影响，
这名为了理想信念隐姓埋名 一 辈
子 、 30 岁 出 头 就 病 死 在 革 命 之

路 上 的 家 乡 人 ， 却 被 历 史 的 黄
沙 湮 没 了 足 迹 。 直 到 那 句 “ 总
书记之问”，一下子让张人亚走
出 了 浩 渺 的 历 史 ， 走 到 了 大 众
的面前。

作为张人亚出生地，霞浦街
道会同市、区两级相关部门数次
辗转走访上海、瑞金、芜湖等近
20 个 单 位 ， 寻 回 文 献 复 制 品 34
件，整理完成超过 5 万字的珍贵史
料，总结提炼张人亚精神内涵。

2017 年 12 月，张人亚党章学
堂揭牌；2018 年 5 月，党章学堂
入口处的张人亚铜像揭幕。铜像
高约 4.2 米，身体微微前倾，高举
右手，望着前方，目光坚定——
张人亚以这样的形式，终于回到
了阔别多年的家乡，立下了一座
精神的丰碑。

带着翻译特意找过来的外国
友人，送来张人亚主题版画的青
少年学生，佩戴着各种纪念章和
勋章边走边记的抗战老兵，有参
观时带上近 60 年前入党时亲手缝
制党旗的老党员⋯⋯这些年，来
自五湖四海的慕名者纷至沓来，
党章学堂的累计参观人数近 30 万
人次，渐渐成了全省党员教育基
地和党史学习教育重要阵地。

经过 5 年的发展，张人亚党章
学堂已拥有 4 大主题展厅，包括

“守护·张人亚的初心与使命”主
题展、“中国共产党党章”展厅、

“ 书 韵 留 香 —— 樵 斋 书 房 纪 念
展”、“启航”中共二大纪念展，
总面积也从最初的 270 平方米扩容
到了 5200 多平方米。

通过扫码听讲解、沉浸式 3D
电影、VR 全景制作、场景搭建、
电子翻书、互动答题、“云”展览
等方式，党章学堂不断为参观者
带来更好的观展体验；同时还将
张人亚专题展览送到了上海，实
现了“党章守护地”和“党章诞
生地”的梦幻联动，并在近期将
学堂“搬到”新疆库车和丽水云
和，实现红色文化资源共享。

“每次讲述张人亚的故事，我
都是带着自豪、骄傲的情感在里
面。我相信，这份真情实意，往
往更能打动人。”“90 后”童思琪
是张人亚党章学堂的“1 号讲解
员”，也一路见证着这座承载了张
人亚初心和使命的党章学堂的知
名度越来越高，影响力越来越大。

童思琪说，现在街道或者说
北 仑 几 乎 没 有 人 不 知 道 张 人 亚
的。张人亚党章学堂俨然已经是
宁波的“红色地标”，吸引着一批
又一批的干部、党员、群众来这
里参观、学习、驻足，“他们带着
寻找初心的想法而来，带着关于
信仰的满满收获而归。”

一个红人点亮一座学堂

“我沿着霞浦中路一路向前，
一 步 一 印 记 ，一 处 一 心 境 。随 处
可见的红色元素并不显突兀，青
瓦 黛 墙 间 浓 浓 的 烟 火 气 扑 面 而
来 ，口 袋 公 园 里 休 憩 闲 聊 的 老
人、生态河埠头捣衣洗涤的妇女、
睦邻桥桥头打闹玩耍的孩童⋯⋯”

今年年初，“80 后”干部李波来
到霞浦街道任职，担任街道党工委
副书记。张人亚党章学堂，她曾不
止一次来过，但当她细细打量眼前
这个地方，才发现五年间这里的改
变，绝不仅仅只有一座眼前的学
堂。

曾 经 的 霞 浦 老 镇 ，历 史 欠 账
多，城市建设长期滞后。因临港大
工业集聚，外来人口特别多，街道
的公共和生活资源受到挤压，人们
居住空间环境不佳，反映的问题特
别多，不少地方渐渐就成了群众口
中的“脏乱差”。

2017 年开始，霞浦街道和北仑
区级部门联动，同步推进张人亚衣
冠冢修缮、历史文物征集、故居修
缮设计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申报
等，适时启动了红色旅游文化小镇
建设，陆续建成了以张人亚党章学
堂、故居、衣冠冢、人亚路、东山路
等“三点两线”的“人亚故里·红色
小镇”的雏形。

2020 年 12 月，党章守护地开
工建设，聚焦培育“首部党章守护
地”红色品牌，工程整合区域红色
资源，聚焦民生福祉，串联打造游
客服务中心、儿童友好馆、敦亲园、
爱心食堂等 15 个民生点位，进一步
增强红色小镇的成色和分量。

去年，北仑区更是拨出 6000 万
元，结合美丽城镇建设，打造“和美
党建综合体”，赶在建党百年的特
殊时刻，将和美党建、幸福生活理
念融入美丽城镇建设，加快党章守
护地建设进度，进一步“守护”好老
百姓的幸福生活。

“刚开始附近的老百姓也不理
解。毕竟施工周期长，项目多，拆和
建都会对日常生活带来很多不便。
最多的时候，我们村有大大小小的
六七个项目同时开工。好在，我们
党员干部一家一户做工作，换来了
村民们的体谅和认可。”党章学堂
所在地、河东村党支部书记杨林杰
说。

点亮的路灯、宽敞的巷道、统

一色调的建筑、干干净净的街景、
俯拾即是的红色元素⋯⋯赶在去
年 7 月 1 日之前，几大项目基本上
竣工，整个河东村的“颜值”大大提
升。与此同时，周边老百姓也收获
了看得见、立体化的幸福感。

沿着霞浦中路一路向东，穿过
熙熙攘攘的商业街，村企共建的口
袋公园绿树成荫，美丽庭院生机盎
然，这里集党建生态、休闲运动等
功能于一体，演绎着敦亲睦邻的友
好故事；

作为附近近 3 万居民的“菜篮
子”，原址改造后的新浦菜场环境
面貌焕然一新，不仅从传统农贸市
场样态中“脱胎换骨”，也给周边居
民的购物增加了新的体验；

原本杂乱无序的菜场外停车
场经过一番智慧化改造，变得井然
有序，停车难、管理难的问题迎刃
而解——而这样空地利用的停车
场，霞浦老镇新建了 4 个；

老镇宝前河，新建了生态河埠
头，还配了休闲长廊，人们不但可

以在这里洗衣，还可以休憩。廊桥
与河北侧的村民活动室、宝前村党
群服务中心和游步道，共同构建了
一道美丽水乡文明风景线⋯⋯

升级换代后的张人亚党章学
堂，继入选第四批浙江省红色旅游
教育基地之后，于去年年底获评国
家 3A 级旅游景区；在全市 2021 年

“精特亮”创建工作考评中，党章守
护地特色街区更是凭借着独特的
定位、软硬环境的优化脱颖而出，
入选成为全市 5 个“最靓特色街区”
之一。

“我们认为，守初心就是要守
民心。五年来，地方党委政府持之
以恒地加大民生项目的建设、推进
小城镇综合环境整治、拉长红旅文
旅农旅融合发展链条，正是在用实
际行动，将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
可以安居乐业、富足
幸福。”李波说。

一座学堂重塑一个小镇

沐风栉雨，砥砺前行。张人
亚带给这座小镇的，不仅仅是眼
前的学堂，还有为人民服务的那
颗初心、守护人民幸福的那股子
精神。

在 人 亚 先 锋 驿 站 ， 每 晚 6
点，一群红马甲的志愿者会准时
从这里出发，开展联防巡逻，不
论严寒酷暑、刮风下雨，从不间
断。五年来，这个组织已形成以
张人亚党章学堂为核心，联动周
边村社企党建联建，引领党员群
众守护红色家园、推动共同富裕
的党章守护地共同体，凝聚了
300 多名党员干部参与。

质朴热心的党员陈燕珍，是
新 浦 社 区 的 第 一 批 “ 人 亚 先
锋”。只要条件允许，几乎每天
她都会来到新浦菜场的“ 爱 心
小屋”坐班，为辖区的困难人
员高龄老人买菜配送，还利用
自己的手艺免费为周边老百姓
进行缝缝补补。

“就是想帮大家做点事情，
自 己 心 里 头 也 开 心 。” 陈 燕 珍
说，穿上红马甲，佩戴上党徽，
就感觉荣誉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自己作为人亚同志的老乡，
感觉有责任要为这里的建设贡献
一份自己的微薄之力。

聚焦辖区里的基层治理“老
大难”，霞浦街道党工委引导新
浦管理区各村社组建“和美党建
联 建 ”， 遍 访 新 浦 ， 现 场 “ 定
位”，逐个攻坚“灰色”地块，
绘制出“十色地图”，厘清各自
管理区域，明晰责任。自那以
后，各村社不仅推诿扯皮现象少
了，还经常商讨问题，群策群
力。

“原来，我们村经济比较薄
弱 ， 村 民 们 总 感 觉 抬 不 起 头 。
自从大家知道身边有这么一个
红 色 人 物 ， 精 气 神 都 不 一 样
了，荣誉感特别强。”霞南村党
支部书记张伟说，五年来的变
化可以用翻天覆地来形容，村

里党员还自发组成了“人亚党
员先锋队”，疫情防控期间带头
冲在最前线，赢得了党员群众
的一致认可。

与此同时，霞浦街道联合党
群服务中心、社区建成运行“甬
爱 e 家”驿站，定期举办“人亚
先锋·红领集市”活动，为环卫
工人、城管、快递小哥、集卡司
机等户外工作者提供服务；越来
越多的群众主动报名成为交通劝
导 志 愿 者 、 爱 心 食 堂 送 餐 员 、

“红色小镇”宣讲员，邻里和谐
互助，基层共享共治，为家乡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从曾经的“事情难做、项目
难推”到如今的“齐心协力、高
效推进”，霞浦街道正在上演的
故事脚本里，是精神引领下干群
关系的融洽、加快形成的共识，
这份拧在一起的合力同样也为街
道的未来挣得了最好的发展时
机。

目前，霞浦街道积极推进自
贸区商务核心区、通山未来社区
等重大项目建设，全面完成方戴
地块的“拔钉清零”，朱塘地块
的征迁工作取得重大突破；今年
1 至 5 月，街道规上工业实现总
产 值 339.7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09% ； 完 成 有 效 投 资 37.89 亿
元，同比增长 20.93%。街道的
目标考核排名冲进了北仑前三，
街道党工委连续两年属于区里的
一类班子。

“张人亚留给我们最珍贵的
财富，就是人亚精神。五年来，
我们一任接着一任干，党员干部
群众上上下下的精神面貌焕然一
新，干事创业的氛围更加浓郁。
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
在人亚精神潜移默化的引领激励
下，成效有目共睹。”霞浦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志龙说。

看 ，“ 初 心 ” 和 “ 守 护 ”
的故事，正在这里续写，绵延
不绝⋯⋯

一座小镇传承一种精神

记者 黄合 通讯员 严丽丽 胡晗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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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在张人亚党章学堂接受红色教育。

张人亚党章学堂。

张人亚党章学堂周围张人亚党章学堂周围，，面貌焕然一新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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