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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党史，一个重要方面就是
学习党密切联系群众的历史，教育
引导党员干部在学习中增强宗旨
意识、更好地联系服务群众。“在这
条线路中，前面几站的目的是引导
党员们深入学习党史知识；而最后
一站选择落在社区的自治基地‘邻

里会客厅’，便是突出实践的目
的。”甬江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

接下来，甬江街道还将带领
党员们陆续体验“智慧融合数字
体验”“心有所向醉美乡村”这两
条党史学习路线。

记者了解到，在“智慧融合数

字体验”线路中，党员们在外漕村
党群服务中心了解数字乡村新动
能；而在“心有所向醉美乡村”线
路中，则将带领党员群众近距离
感受江北大河的变化、北郊城郊
公园的春耕景象，深入了解甬江
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

3条红色路线，构成一张党史学习地图

探访3条红色路线
体验沉浸式情景党课
江北甬江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推出党史学习地图

最近，有居民来到宁波江北区甬江街
道湾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邻里会客厅”
反映，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中心设在便民
服务中心二楼，老年居民爬楼梯不方便。
热心党员在“邻里会客厅”反复商讨，最终
决定加装一部电梯，目前在社区和街道支
持下，电梯已经开始施工。

这个“邻里会客厅”便是甬江街道党史
学习地图中“我为群众办实事”的其中一
站。为了更好地开展党史学习，江北甬江
街道党群服务中心推出党史学习地图，将
学习与实践相结合。

4月9日，甬江街道启动了百
场党史活动进党群服务中心活
动，推出了以“学党史悟思想我为
群众办实事”为主题的党史学习
地图。

记者看到，该党史学习地图
中有“红色足迹初心寻访”“智慧
融合数字体验”“心有所向醉美乡
村”3条党史学习路线。在当天的
启动活动中，30名党员沿着北郊
的油菜花田，一路前行，在学习党
史的同时，寻访党群服务站点，将

党史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为民服
务的生动实践。

“红色足迹初心寻访”这条10
公里的线路，从田园开往城市，将
党史学习与辖区的旅游资源、乡
贤历史、志愿服务故事连点成线
——在北郊片党群服务中心红色
教育阵地体验沉浸式情景党课。
在唐弢纪念馆了解甬江乡贤文
化，在各村党群服务中心村史馆
感受家乡变化和社会的变迁，在
湾头党群服务中心社区博物馆了

解几百年来湾头的发展变迁和菜
农文化，而最后一站则是社区“邻
里会客厅”，在这里倾听邻里声
音，解决问题，服务群众。

“沉浸式党课很新颖，这种现
场实践与党史学习相结合的方
式，让我们在重温入党誓词、聆听
红色故事、体验红色记忆的同时，
有了更深的感悟，有了为人民服
务的新方向和新动力。”现场的一
名党员在体验沉浸式情景党课时
说。

30名党员踏上红色足迹，寻访初心

将党史学习的效果转化为
基层治理的实践，提升党员们
为民服务的热情和主动性，是党
史学习的最终目的。以党群服
务中心红色站点作为阵地推出
党史学习地图，将党史学习教育
同解决实际问题、为群众办实

事解难题、为推进基层社会治
理共同结合起来，让党员们在党
史学习中提升为民服务的动能，
更好地奉献党员力量，为百姓服
务。

甬江街道相关负责人说，接
下来以党群服务中心为阵地，深

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事”服务群
众专题实践活动。为群众办实
事、办好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
感，推动党史学习教育深入群众、
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记者 陈善君
通讯员 吴天云 金添盛 文/摄

在党史学习中提升为民服务的动能

4月10日，鄞州区潘火街道香园社区，
有一场关于老物件的特别展览。今年39岁
的牛永国滔滔不绝地向前来参观的居民讲
述藏品背后的故事，展厅里的每件藏品他都
熟稔于心。

牛永国是个新宁波人，老家在山东沂蒙
山，13岁就迷上老物件收藏。25年多来，藏
品多达几十万件，装满了整整三间仓库。今
年以来，这样的老物件展览他办了十几场。
这是第一次在家门口办展，没想到居民都慕
名来“打卡”。

每件藏品背后都是一段历史

“你看这几个杯子有什么不同？”牛永国
指着桌上一排搪瓷茶杯问记者。走近细看，
放在最左边的3个杯子是没有把手的。

“这3个都是抗美援朝时期，赴朝慰问
团给志愿军用的杯子。没有把手，方便直接
拿起喝，如果有热水，还可以暖手。”

牛永国的堂爷爷是个老革命，参加过抗
日战争，他从小听着红色故事长大。老家山
东沂蒙山是革命老区，村里时常会挖出弹壳
或炮弹皮之类。小伙伴经常把这些当玩具，
他则会小心翼翼存放起来。

13岁那年，他收藏的第一件物品就是
战争时期遗留下的子弹壳。随着年龄的增
长，他的收藏兴致就更高了。每件藏品背后
都有一段故事，记录着不可磨灭的历史。“看
着这些物品，仿佛打开了一本历史书。”

藏品摆了整整3间仓库

25年来，牛永国的藏品多达几十万件，
摆了整整3间仓库。藏品的时间跨度从晚
清到现代，足足跨越了三甲子。

摆在展厅最前方的，是一个悬挂式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徽。这是在1950年9月25
日至12月31日期间第一批铸造的，采用木
模浇铸法，如今国徽有些斑驳，仿佛在讲述
岁月沧桑。这枚国徽，是牛永国上初中时收
藏的。父亲闯关东回来后，拿着收来的废品
去卖。他在农户家里一眼就看到了国徽，好
说歹说用自己的物品做了交换。

参加工作后，牛永国经常省吃俭用，只
为买一件心仪的藏品。他主动寻找欠缺的
藏品，形成一个完整的系列。

一边寻宝一边探寻历史

展厅里陈列了上万件藏品，只是“冰山
一角”。随手拿起一样，牛永国都会将背后
的历史和故事娓娓道来。

“每次得到一件藏品，我就会去了解藏
品的历史，了解它当时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环
境。”不断寻宝，不断学习探索，牛永国把自
己活成了一个“行走的博物馆”。今年以来，
他在宁波各地做老物件的展览，就是想让更
多的居民，特别是年轻人了解那些历史。“每
次展出时，只要我有时间，我都愿意给大家
当解说，介绍每件物品的故事。”牛永国说，
收藏这些老物件，唤醒历史记忆，这可能就
是他最大的动力。

记者 薛曹盛 实习生 曾紫薇
通讯员 邱煜

抗美援朝的搪瓷杯
战争遗留的子弹壳……

这位80后社区居民
办了一场老物件展览

4月9日上午，“中国人寿驻
甬机构党建基地”揭牌仪式暨“国
寿主题农场”运营启动仪式在东
钱湖城杨村举行。

去年9月以来，中国人寿在甬
三家机构——中国人寿宁波市分
公司、广发银行宁波分行、中国人
寿财险宁波市分公司提出开门搞
党建的思路，主动对接东钱湖镇
和城杨村，希望可以发挥金融保
险央企的优势，助推乡村产业发
展，帮助村民增收。

经过半年多探讨沟通，在
东钱湖镇党委和城杨村的大力

推动下，三家公司决定联合在
城杨村设立“中国人寿驻甬机
构党建基地”，并打造“国寿主
题农场”。

据悉，城杨村拥有比较独特
的自然资源禀赋，在中国人民大
学艺术学院丛志强教授团队的帮
助下，正在致力于打造宁波市艺
术乡村振兴样板村。中国人寿在
甬机构在城杨村设立“党建基
地”，不仅可以组织公司党员干
部、党建结对共建单位等前来交
流学习，开展主题党日活动，而且
可以利用各自庞大的客户群体优

势，帮助乡村旅游引流，进而促进
当地乡村振兴。

智慧农场项目是城杨村大力
发展的特色产业之一，三家公司
联合打造“国寿农场”，产出的绿
色蔬菜瓜果等，由三家公司负责
承包，以此提高和保障当地村民
的收入。

下一步，中国人寿驻甬机构
将充分利用内部员工和客户群对
优质农产品的需求，把国寿主题
农场运营好，帮助城杨村解决农
产品销路问题。

记者 徐文燕 通讯员 梁高群

中国人寿驻甬机构党建基地揭牌
国寿主题农场同时启动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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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永国（右一）向参观者讲解藏品。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