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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个月前，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召集

我们小区的十位退休老党员开会，说是

请我们加入漕河泾党工委在职党员参

与的“学习强国”活动。 居委会几位年轻

人手把手帮我们下载了“学习强国”的

APP 并教会了我们基本操作要领后，书

记对我们提出了每天积分不少于 40 分

的要求，并希望大家在“学习强国”活动

中能够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学习强国”的大名早就如雷贯耳，

也经常看到一些年轻网友在朋友圈

“晒”他们截屏下的积分和段位，于是回

家后马上进行了实践。

进去后，感觉不错，因为里面不仅

通俗易懂、老少咸宜，而且发生在天南

地北、经邦纬国的事里面都有了，特别

是央视新闻台的直播、新华社人民日报

的最新文章把一些中央政府的政策、领

导人的讲话都能在自己的手机里即时收

听、收看了。 每天收看收听好以后，“学

习强国” 的 APP 就会自动为我积“分”

了。 但是要获得当天的全部积分 24 分，

还是需要花些时间和耐心的。 当然这些

积“分”还是“物有所值”，因为随着“分”

的增加，我脑子里的新东西也不断地多

起来了。

不过，我最感兴趣的还是“我要答

题”专栏。

这个专栏有两大块，分别是《答题练

习》下的“每日答题”“每周答题”“专项答

题”以及《竞赛答题》下的“挑战答题”“双

人对战”和“四人赛”。可以说《答题练习》

中的题目对我来说根本不成问题，因为

许多知识点都比较简单，就算有点是似

而非，也可以打开参考答案找出填上正

确的，有点费事的答案要在 5、6 分钟的

视频中找，因此这总共 20 分“得来只是

费功夫”罢了。 记得我最快最顺的那一

次答对“每日答题”取得 5 个积分，仅用

了 32 秒！ 另外，虽然“每周答题”一星期

只有一组题目，但因为我参加“学习强

国”晚，因此可以把过去没有做过的题目

天天“拿回来”做，“每周答题”成了“天天

答题”。 这应该不算“投机取巧”吧？

《竞赛答题》是我每天凌晨三四点钟

起夜时完成的。 这不仅因为“一年四季

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是我的脑子

最好使的时候， 关键的是此时早起的大

多是老年人， 绝大部分年轻人真睡得香

呢，大家都是老年人我还可以一搏，但到

白天我只有输的份———这是我的经验之

谈。 因此不管“双人对战”和“四人赛”，

我基本都能拿到这两场赛事的总分 7

分，最少也能得 5 分。 一到上班时间，常

常只能得 3 分了。

“挑战答题”的 6 个积分最难得，因

为只有 45 秒的答题时间，答错了马上得

离开，虽然有一次“复活”的机会，但是，

再答就更容易出错了。“挑战答题”里面

的题目上至天文地理、下至鸡毛蒜皮，什

么问题都有。 四个似是而非的填空选择

题，有时连审题时间都来不及，就被“挑

战结束”了，但这 6 分我每天都会争取得

到，因为就算被 APP 判“挑战结束”了，

但我还是继续“挑战”，直到连续答对 5

题以上，才能得到这 6 个积分。 庆幸的

是，我有过一次“历史最高答对 18 题”的

记录，至今自己没有再打破过。

现我已摘星 5 颗，升段到了五段，属

“学富五车”级了，这几天正在向 3500 个

积分进军。

当然，学无止境。 就是望高到了“九

天揽月、十年磨剑”的九段十段了，还是

要继续的。 不过， 到那时我肯定要截屏

后放到微信朋友圈里和大家“显摆”一下

的。

积分摘星升段

筅 马蒋荣

历史多存于残血如火

的战场， 家国精神的凝聚

与沉淀化为长河奔腾不

息， 英雄的无畏精神于中

华民族集体记忆之中闪

耀， 他们也成了新的寻找

者心中的星。 这样的星光

代代相承绵延不止， 最终

凝聚成照亮华夏大地的熠

熠星河。我想，这道星河便

是流淌中华儿女血脉中的

红色基因， 穿过热血染红

的草地与雪山， 我们看到

的是革命精神不褪色的红。

红色基因是根植于中华文明深厚土

壤的心灵原色。“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

直上九万里。 ” 我们有时会产生这样一

个疑问， 红色基因只是近代历史所孕育

的吗？ 其实不然，回溯历史脉络，从“山

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的井冈山瞭

望，到“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

寒” 的万里长征……在这一声声于无声

处听惊雷的呐喊中，无一不让人发觉红

色基因的身影。 因此，在我看来，红色基

因起源于古代士大夫的家国信仰与人文

精神， 是士大夫精神在整个民族遭受苦

难后的重构与下移， 是近代特殊社会历

史的思想产物，是经历了战火纷飞生灵

涂炭后伤痛思维的沉淀。

红色基因是回答中国社会何去何从

的答案之书。“下次你路过，人间已无我，

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

依然是滚滚向东，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

向着热腾腾的太阳。 ” 在黑暗年代里摸

索前行的他们唤起了整个中国的觉醒，

在草芥悲鸣中感春秋日月，筑铁肩道义，

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有血有肉的他们

去呐喊、去奔走、去牺牲。 因为每一个不

甘屈服的灵魂，一旦有了

坚定的红色信仰，绝不动

摇的信念就似钢筋铁骨般

烧不化，甘愿用淋漓的鲜

血染红中国的赤旗，这是

信仰的故事，也是百年以

来的传奇。

红色基因是支撑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动

力。 历史已然远去，红色基

因却在不同的时代语境

中，得到别样的阐发，丰富

着内涵。 从革命年代“甘将

热血沃中华”，到建设时期

“地动三河铁臂摇”， 从改

革开放“横下一条心，勇敢

往前走”，到新时代“幸福

是属于奋斗者的”，发展变

迁的， 是红色基因的时代

诠释；始终如一的，是拼搏

奋斗、开拓进取、忧国念家

的精神内核。 无论是过去

血与泪交织的抗战岁月，

还是改革开放新与进交融

的经济飞腾，抑或是当下梦与愿辉映的复

兴征途，中国的滚滚向前，离不开红色基

因的有力支撑。 在脱贫攻坚战中，基层干

部以奋斗撰写百万字的《村长日记》，研究

团队创新谋求致富之道，上下同心奏响共

同富裕的家国乐章； 生态文明建设时，治

沙英雄不懈拼搏换取万亩绿林，环境专家

研究创新生态发展模式， 为的是草木青

青、碧波荡漾的美丽中国……我们不难发

现，红色基因具有时代性。 随着时间的推

移，这种超越时间的精神动力，在社会建

设、国家统一、展现民族凝聚力方面依旧

孜孜不倦地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这种对

价值共同体持有的高度认同，依旧不停歇

地促使认知共同体朝着更加积极、 正面、

良性的方向发展。 因而，红色基因的传承

与发扬， 便是助力中华民族浮舟沧海、立

马昆仑的不竭力量源泉。

作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红色基

因”的内涵不是凝固的、单一的，在中华

民族漫长的奋斗史中有着极为生动的演

绎。 传承红色基因，不是守住炉火，而是

热情火焰的传递。 而今， 时代的火炬已

传到你我手中，当汲取前辈精神动力，心

系奋斗，破旧立新，热血滚烫，护我河山。

旌旗猎猎，战鼓催征。 红色基因当流传，

百年饮冰血不凉！ 漫漫长路上， 且看我

辈赓续红色基因，再迈红色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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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浦江徐汇风气新（书法） 王可洗

今年是吾党建党一百周年， 很自

然地拿起了笔写了首七律：

颂党

石库门中建吾党，春秋一百永辉煌。

曾经风雨沧桑历，不改江山珠玉装。

骇浪惊涛欲颠海，飞帆鼓棹渡汪洋。

为民造福立宗旨，使命担当奔小康。

由于对党的了解，更由于热爱党，

所以笔由心动，诗由心生，几乎是一气

呵成。要知道写一首七律是比较难的，

但今天这首诗写得自然、 流畅， 落笔

快。 是所少有的。

回想去年，新冠病毒，来得莫名其

妙，来得迅猛异常，从发现、确诊，短短

的一、二个月，病者成万，死者成千，幸

有我党坚强领导，国家倾全力，采取了

断然封城措施，没有多少时日，调动了

4 万多医护人员，全力支援武汉，全力

支援湖北， 打了一场极其漂亮的人民

战争。 纵观当今世界，确诊新冠肺炎

已超 1 亿 7 千 9 百 41 万，死亡人数余

愈 3 百 88 万。 中国与其他各国相比，

真是天壤之别。

我更加热爱我们党， 更加坚定我

当初矢志不移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是

完全正确的。

我的入党历程可谓一波三折。 记

得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是在下乡接受

再教育的 1972 年，农村的基层支部没

有当回事，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我进

入教育系统几年后，被借调到镇政府，

我又写了入党报告，工作努力，进步明

显。 镇政府送我去党校脱产学习几个

月，随后机关支部把我作为发展对象，

内查外调，支部大会已通过，最后镇党

委给卡了，党委书记找我谈话，谈了一

大串肯定与表扬的话， 最后话峰转到

为什么没有批准我入党，唯一理由，也

是我只能接受， 但却无论如何都没法

改变的事实，说我的社会关系复杂，我

的两个娘舅在台湾。

仰望星空， 感到非常难过， 既无

奈，又失望。 于是对党的向往，深深地

埋藏在心底，沉寂了好多年。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

地，大环境明鲜地改变了，真是“风乍

起，吹皱一池春水。 ”又随着自身工作

环境的改变， 我又萌发了强烈的入党

要求，坚定了“不管风吹浪打”信念，于

是又打了入党报告， 终于如愿，1998

年 5 月 29 日是我难忘入党的时间。

感恩党对我的培养， 感恩我的入

党介绍人， 感恩身边那么多优秀的党

员同志对我的关心、帮助。结合“党史”

学习，用心填写了一首新词奉献给党。

水调歌头·从石库门到南湖

十三书大作，一大启长篇。 章程

初议，为民立党责担肩。 革命从来曲

折，消息无由外泄，察警探幽园。安全

避危险，秘密转红船。

南湖去，扁舟上，会相延。摇篮初

诞，从此华夏改容颜。旗帜锤镰立本，

联合农工破晓，踏浪破狂澜。 执政共

和国，百载最芳年。

我的入党历程

筅 蔡国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