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
红色基因在光荣之城延续

清明时节 ， 许多人自发走进烈士陵
园， 祭奠英雄、 缅怀先烈。 在党的诞生地
上海， 今天上午 9 点 30 分， 包括龙华烈
士陵园在内的全市 75 家烈士纪念设施将
共同举办 “我们来看望您 ” 缅怀先烈活
动， 在同一时间、 不同地点， 市民们一起
向革命先烈致以敬意与哀思。 以这样形式
联动红色资源在上海系首次， 活动还将以
线上直播等方式， 让更多人在云端表达对
英烈的缅怀之情， 深切感悟中国共产党百
年奋斗历程。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上
海， 一座有着深厚红色底蕴的光荣之城，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人确立初心的地方， 也
是近代中国光明的摇篮。 红色基因如何在
新时代延续？ 近年来， 围绕红色资源 “活
化利用 ”， 上海作出了一系列有益尝试 ，

有效发挥了革命文物在党史学习教育、 革
命传统教育、 爱国主义教育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

摸清红色文化“家底”，
为保护利用夯实基础

“信息时代，谁的故事能打动人，谁就
能拥有更多受众、实现更好传播。从一定意
义上说， 红色文化传播的效果直接取决于
讲故事的能力和水平， 取决于选择什么样
的故事载体、 采取什么样的讲故事方式。”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张志丹
如是说。

而讲好上海红色故事， 首先需要盘清
上海红色文化“家底”。经过系统梳理，上海
不久前正式公布了第一批革命文物名录，

共计150处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和208件/?
可移动革命文物。这些革命文物，凸显了上
海作为党的诞生地、 党创建过程的中心以
及党成立后中国革命的早期指挥中心的特
殊地位。比如，1921年至1933年期间，党中
央除了几次较短时间迁离上海外， 领导机
关一直常设上海。 第一批名录中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年 ）、中共
三大后中央局机关三曾里遗址、 中共中央
特科机关旧址、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中
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等便是最
好的见证。名录中，作为党公开领导工人运
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
址、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工人纠察队
沪南总部、“五卅”运动初期的上海总工会遗
址、沪西工友俱乐部遗址等，则凸显了上海
作为工人运动发祥地的特殊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沪上有多处原
为居民住宅或单位办公用途的不可移动革
命文物，经腾迁修缮，改造成对公众开放的
红色场馆。如陈望道旧居通过改陈作为《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并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
发起组成立地旧址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也已完成建设并对外开放； 中共中央
军委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文
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 （博文
女校）等将在今年陆续完成建设并开放。中
共一大会址、 中共二大会址等一批重要革

命遗址也在进行保护修缮和展陈更新。

记者从市文物局了解到，“七一”前夕，

第二批革命文物名录将出炉。 与此同时，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
例》立法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将在5月表
决，并在“七一”前正式颁布实施，为红色文
化资源“保驾护航”。

创新方式和手段，让
革命故事入脑入心

除了保护、管理好革命文物，如何运用
好这些珍贵资源同样重要。 上海给出的探
索是：创新展示传播方式和手段，让革命故
事入脑入心 。比如 ，以 “红色+旅游 ”的形
式，盘活革命文物资源。去年，各区根据历
史建筑特点，围绕“建党”“初心”“启航”“国
歌”等主题策划了24?“四史”教育微旅行
线路。这些“微旅行”受到广大党员的好评
与热烈欢迎， 也吸引了众多市民朋友参与
其中。 茛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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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想照耀中国（第二季）》今开播
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里感悟信念之坚

大型文献人物传记纪录片重温先烈故事
荧屏上生动的党史教学课激荡英雄之气

“他们都是活泼泼的生命啊， 牺牲在青
春美好的年华。” 著名表演艺术家焦晃醇厚
的嗓音传来， 一幅英雄的长卷在荧屏上徐徐
展开。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 100 周年 。

百年征程， 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顽强拼
搏、 不懈奋斗， 构筑起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谱系。 清明慎终追远之际， 上海广播电视
台推出 20 集大型文献人物传记纪录片 《理
想照耀中国 （第二季）》。 今天起首轮将在东
方卫视等频道播出 《方志敏 》 《赵一曼 》

《彭湃》 《江竹筠》 《萧楚女》， 每集用 50

分钟的篇幅为视死如归的革命先烈写传， 以
真实史料展现中国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牺牲
精神和崇高的革命理想。

纪录片总导演徐冠群说， 从前期考证、

采访、 调研到后期剪辑， 整个创作经历了近
十年， “其间， 每一次阅读先烈的事迹， 对
我们都是一种精神上、 思想上的洗礼”。 他
相信， 重温革命先烈感人至深的故事， 同样

能为所有观众带来正能量。 这堂记载着信念
之坚、 激荡着英雄之气的荧屏党史课， 也将
成为党史学习教育中生动的影像素材。

大量引用先烈文章、诗文、
家书，引领观众学史崇德

“假如我还能生存， 那我生存一天就要
为中国呼喊一天 ； 假如我不能生存———死
了， 我流血的地方， 或许会长出一朵可爱的
花来！” 摘自方志敏 《可爱的中国》。 在生命
最后的日子里， 他每天工作 16 个小时， 写
下 《可爱的中国》 《清贫》 《狱中纪实》 共

13 万余字的 “狱中散文”， 垂范中国。

早在 2011 年播出的 《理想照耀中国 》

第一季中， 方志敏就是纪录片聚焦的共产党
人之一。 第二季再讲烈士事迹， 主创用了更
充分的篇幅 ， 从第一季时四到五人合成一
集 ， 扩展到每一位英烈单独一集、 每集 50

分钟。 徐冠群说， “如果第一季是为优秀的
共产党人画肖像， 那么第二季便是为他们立

传”， 用更为丰满的人物具象， 为观众呈现
出先烈们在革命岁月中坚守了怎样的革命理
想、 恪守了怎样的初心本色。 为让观众更直
观地触摸到思想的光芒 ， 《理想照耀中国
（第二季 ）》 大量引用了革命先烈留下的文
章、 诗文、 家书、 遗书。

以 《方志敏》 为例， 许多人熟知他的清
贫， 纪录片则还原他甘守清贫的背后： 他建
立闽浙赣根据地 ， 并推动根据地的经济发
展， 经手的款项总在数百万元， 但他说 “为
革命而筹集的金钱， 是一点一滴地用之于革
命事业”。 这话明明白白道出了， 清贫的本
质就是他对劳苦大众和祖国的一片赤诚 。

也因此 ， 方志敏最后的人生留言是那样的
触人心扉 ， “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争得幸
福的生活 ， 就是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也是在
所不惜的”。

观众还将看到赵一曼遗留的诗篇， “誓
志为人不为家， 跨江渡海走天涯。 男儿若是
全都好 ， 女子缘何分外差 ？ 未惜头颅新故
国， 甘将热血沃中华。 白山黑水除敌寇， 笑
看旌旗红似花”， 知她身为女子， 亦在革命

的战场上无所畏惧。 观众读彭湃在实践中撰
写的 《海丰农民运动报告》 节选， 就更能明
白曾经的 “地主家少爷” 是如何走上了中国
农民运动的先驱道路 。 人们重温江竹筠的
话， “毒刑是太小的考验， 筷子是竹做的，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钢的 ”， 再一次确证的 ，

是她不惧酷刑慷而慨。 同样， 萧楚女的文字
照见了他内心对光明的不断求索， “人生应
该如蜡烛一样， 从顶染 （燃） 到底， 一直都
是光明的”。

“理想照耀中国” 是永恒的命题， 也是
时代的需要。 在当下的党史学习教育中， 先
烈们的文章、 诗文、 家书等， 就是引领观众
学史崇德的生动教材。 茛 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向台湾列车出轨事故遇难同胞表示哀悼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中共中央

总书记习近平对 4 月 2 日台湾列车出
轨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高度关切 ，

并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的哀悼， 向遇
难者家属及受伤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

祝愿伤者早日康复。

据新华社台湾花莲 4 月 3 日电 3

日， 搜救人员在事故列车第 6 节车厢
再发现 1 具罹难者遗体。 事故已共造
成 51 人罹难 、 188 人受伤 。 花莲地

检署负责人当天下午对媒体表示 ， 51

名罹难者中， 目前已确认姓名的罹难
者有 47 人 ， 完成亲属指认的有 38

人 ， 其他罹难者正在进行 DNA 比
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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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烈士永垂不朽’这
八个字， 在我心里留下了深深
的烙印。英雄的丰碑昂扬屹立，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而牺牲的革
命先烈事迹激励着我们青年学
子勇担使命，不断前行。 ”东华
大学英语专业学生申潇晗如是
说。 昨天上午，东华大学 30 多
名大学生党员冒雨来到松江烈
士陵园， 缓步走向革命烈士纪
念碑，敬献花圈。 伴随着《义勇
军进行曲》，全体学生向革命先
烈默哀。

今年清明节期间， 上海多
所高校大学生前往龙华烈士陵
园、 宝山烈士陵园等地祭扫革
命英烈， 表达对英烈忠魂的缅
怀， 更在重温党史的过程中将
红色基因根植血脉， 誓以青春
之我，担当时代之责。

知史明史，勇
担时代赋予青年一
代的使命

昨天上午， 上海交大师生
代表来到校园内的史霄雯、穆
汉祥烈士墓前， 举行英烈墓祭
扫仪式，学校“声入人心”理论
宣讲团的梁婷婷同学在 《祭英
烈 学党史 担使命》 主题微党
课上， 介绍了两位烈士在交大
勤奋学习、 追求真理的事迹。

“我愿化为泥土，让人们践踏着
走向光明的前方。”穆汉祥烈士
的这句临终誓言让在场师生深
受感动。 00 后大学生、安泰与
经济管理学院李莹说：“要学好
党史这本最好的教科书， 坚定
理想信念，继承先烈遗志，勇担
历史重任。 ”

“我们不仅是来缅怀先烈，

更要将百年筚路蓝缕的奋斗
历程中积淀下来的红色基因
根植血脉，勇担时代赋予青年
一代的使命。 ”清明假期，上海
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徐欣宇和
同学们前往位于上海大学宝
山校区的溯园 、 宝山烈士陵
园， 以及淞沪抗战纪念馆，进
行清明祭扫活动。

上海大学机电工程与自动
化学院研究生陈琨鹏发现，不
止大学生， 还有各行各业的市
民也前来祭扫革命先烈， 他深
深为之感动：“千千万万的人都
不曾遗忘这些为国家献出生命
的先烈， 我们大学生更应该学
习前辈们的艰苦朴素、 愈挫愈
勇的作风，科研报国，努力奋斗，为祖国的发展贡献自
己的力量！ ”

在龙华烈士陵园周宝训、吕飞巡和黄秉乾的墓前，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工商管理学院和学校青年马克
思主义研究会的师生们追忆三位烈士校友的革命事
迹，并敬献花篮。 工商管理学院学生王锐说，大学生要
知史明史，爱党爱国，传承红色基因，锚定人生坐标，将
英雄革命精神内化于心，激发实践动力，为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茛 下转第四版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不断深挖细节，通过以
史写人阐释“中国共产党为
什么能”

转版导读

■本报记者 李婷

今日之中国，正如您所愿
荩 刊第三版

新华社播发钟轩理署名文章

荩 均刊第二版

擎旗自有后来人

英烈墓碑前的特殊党史课
90岁老战士和10岁孩子对话

不能忘却的记忆

无名烈士陵前“实景党课”
让青年学子感受信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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