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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景党课”让学子感受信仰的力量
清明到来之际，一批批青年学子来到龙华烈士陵园的无名烈士陵前祭扫

缅怀英烈祭忠魂，抚今追昔思奋进。

清明小长假第一天，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
庄严肃穆， 自发前来祭扫英烈者络绎不
绝，其中不乏统一着装的学生族。听烈士
家属讲英烈故事，请老党员忆入党信仰，

由历史老师上党史微
课， 让团员青年重温入
团誓词……昨天上午 ，

在龙华烈士陵园的无名
烈士陵前 ，50位来自上

海市第十中学的白衣少年就这样上了一
堂难忘的“实景党课”。

“我叫吉小秦。我有两个父亲，他们都
是革命烈士。生父吉汉杰在校时就参加了
当时还是秘密组织的共产党。1935年，就
在反动派准备抓捕他时，他和另外两位同
学连夜逃离所在的陕西韩城， 徒步近200

公里，直奔革命圣地延安。但在我不到两
岁时，父亲就去世了。我的继父谢礼顺，虽
没上过一天学，但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
救中国，于是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参加了
红军五次反围剿战斗和两万五千里长

征……”吉小秦口中父辈们跌宕起伏的革
命故事，让不少在场学子湿润了眼眶。

微党课环节， 市十中学历史教研组
长倪芸老师手持李白烈士的画像， 生动
讲述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故事。虽
然李白烈士的故事听过不止一遍， 但在
无名烈士陵前再度重温， 学生们还是心
潮澎湃。“革命先烈虽然已离我们远去，

但他们仍然有许多未完成的事业。 他们
的遗志需要年轻一代来继承， 他们为了
信仰而奋斗的红色基因也需要我们继续
传承。不忘过去，才会有更加美好的希望

和未来。”市十中学高二（1）班曹佳怡说。

市十中学的微党课还在进行中，而
另一侧， 几十位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学
生列队肃立，手拿鲜花，等候祭扫，此前，

他们刚刚在纪念广场进行了原创红色历
史“闪读”———《不能忘却的记忆》。他们
中不少人是该校新成立的党史学习教育
百人宣讲团成员。 上海师范大学学工部
副部长陈燕告诉记者， 清明期间带领宣
讲团成员来到龙华烈士陵园， 既是一次
生动的党史宣讲实践， 也是一次难得的
实景党史学习。

英烈墓碑前，90岁老战士为10岁孩子上特殊党史课
“很多资料里写我在朝鲜时十七八岁，我今

天悄悄告诉你们：当年急着参军报效祖国，我虚
报了两岁，其实当年刚踏上抗美援朝战场，我
才不过15岁，比你们现在大不了几岁……”

昨天，来自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
史研究会的5位平均年龄近90岁的老战士，在
龙华烈士陵园青松绿柏下、英烈墓碑前，与一
群平均年龄10岁的小学生们追忆先贤、 敬献
鲜花， 讲述自己和牺牲战友们所经历的惊心
动魄的故事。

现场，有的孩子屏息凝神，仿佛穿越进了
烽火岁月；有的则大胆提问“爷爷，你们当时
到底怕不怕”；还有的，对老战士们胸前的一
枚枚勋章感到特别好奇：“究竟哪一枚功勋章
里藏着你最深的纪念”……

“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
不了的困难， 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战
斗英雄们曾经的铿锵誓言， 如今让孩子们频
频点头，并在其间汲取精神力量。

“想念战友，就要把他们
的精神一代代地传下去”

“那是1949年5月，我们打赢了这场战斗，

解放了上海， 但有些战友， 却永远留在了这
里 。”龙华墙前 ，老战士们一字排开 ，敬献鲜
花，用目光“触摸”着石碑上的一个个名字，仿
佛又置身于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曾参与上海战役的主力部队之一中国人
民解放军20军的刘石安特意在这一天穿上笔
挺的军装，打了红色领带。胸前的军功章，记
录着他和战友们经历的每一场战役。

在陵园中一路走来， 身挂无数勋章的老
战士们被人们纷纷围住要求合影。 老战士们
来者不拒：“对要求合影的人来说， 这大概也
是一种‘以英雄为荣’的荣耀感，我们要保护
好，也是一种传递革命精神的方式。”

细看下， 老战士们胸前有些勋章的缎带
已被岁月磨砺得失去了颜色， 但每一枚勋章
背后的故事他们始终了然于胸。

刘石安回忆起浦东之战，“歼灭了敌人的
有生力量， 封闭黄浦江口敌军的海上退路。”

战争胶着时，第59师177团八连连长周瑜荣决
定亲自率领突击排逐个攻下敌人的碉堡。此
时副连长请求自己指挥战斗。 两人争执不下
的当口， 指导员白怀不声不响地带领突击排
出战，一鼓作气攻下21个地堡。战斗结束后，

白怀却不见了。刘石安难忘当时的场景：战友
们在敌军子母堡附近的一条战壕里， 发现了
白怀的遗体。 他整个身躯被厚厚的泥土埋在
下面，只露出半只鞋。牺牲时年仅26岁。“他的

鲜血流在浦东大地，也流在我们心里。”

“我也90岁了，今天来看望我的老战友。

想念他们， 就要把他们的精神一代代地传下
去。”刘石安说。

“擎旗自有后来人”

“小朋友们从小要有志气、有理想、跟党
走，做革命的接班人，好不好？”

“好！”

孩子们齐声回答。

事实上，为了讲好红色故事，老战士们与
报童小学、东方航空等单位长期结对，常常主
动深入学校、社区讲故事。“和孩子们讲，就不
能长篇累牍，要讲得生动，短小精悍。”老战士
王伟方在长期宣讲中有了自己的心得。现场，

他也生动讲起了那段冰雕连的故事。

王伟方说，自己当兵那年才15岁，因为担
心年龄不够不能参军， 就虚报了2岁年龄。在
长津湖战役中， 他和战友们没有足够的御寒
衣物，穿的“仅一件抵御中国南方地区寒冷的
大棉衣，里面只有夏天的单军装，戴的是大盖
帽，脚上穿了一双跑鞋；本来有袜子，但路一
走多，袜子就酥掉了”。黄浦区报童小学四年
级同学金若琪围坐在一旁， 听着听着蹙起了
眉头，握紧了拳头：“好紧张啊，我好像能感受
到雪地里的冷，比电影里看到的还激动。”

她说， 自己之前从校史中了解过上海解
放的故事： 1949 年 2 月， 中共报童学校党
支部正式建立， “报童近卫军” 侦查敌
人布防情况， 绘制地图送给解放军； 5

月 27 日， 上海全部解放了， 报童们
又在第一时间向上海市民奔走相告
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擎旗自有后来人。 ”老战士
们说， 我们把亲身革命经历讲
给青年听，讲给孩子们听，讲
中国共产党的故事、 党的光
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是希望
下一代珍惜现在， 努力上
进 ，坚定信仰 ，将来更勇
敢斗争 ，报效祖国 ，创造
更好的未来。

为了更好地接驳时
代， 近来， 老战士们还
主动 “触网 ”， 参与了
报童小学组织的 “红
色印迹 ” 系列之 “与
英雄对话 ” 主题活动 ，

以网课为载体 ， 讲述
革 命 历 史 ， 将爱党 、

爱国、 爱家乡的家国情
怀深深地根植于孩子们
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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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位志愿军将领后代撰文，致敬缅怀英雄先烈
“我的父辈”系列丛书新近出版《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

本报讯 （记者许旸） 清明时节， 追
思先烈， 汲取力量。 日前， 由 29 位志愿
军将领后代共同撰写的 《我的父辈在抗美
援朝中》 一书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在
追忆中致敬英雄父辈， 弘扬保家卫国的伟
大精神。

雄赳赳、 气昂昂， 跨过鸭绿江……抗
美援朝是 20 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改
变中国命运、 改变世界格局的一件了不起
的大事。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

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

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

对世界有着重大深远的意义。 《我的父辈
在抗美援朝中》 通过后人追述先烈经历抗
美援朝的难忘片段， 记述父辈们在 70 多
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中不畏强敌、 顽
强战斗、 克敌制胜的英雄壮举， 诠释了浴
血奋战中锻造的伟大抗美援朝精神。

新中国在什么样的国际形势和国内条
件下抗美援朝的？ 黄继光、 邱少云等志愿
军战士为什么被称为 “最可爱的人”？ 一
穷二白、 装备落后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当年

为何能战胜武装到牙齿的美国为首 “联合
国军”？ 这些都能在书中找到线索。 “我
的父辈” 系列丛书总策划、 开国少将王耀
南将军之子王太和谈到， 书中有大量一手
珍贵素材， 包括抗美援朝中重要战役的战
斗细节、 牺牲将士的感人事迹等， 让读者
能真切重温英雄往事。

比如 ， 书中谈到的 “奇袭白虎团 ”，

就是载入史册的光辉战例之一。 当时我军
部队组建了一支以 607 团侦察排副排长杨
育才 （后任 203 师副师长） 等 12 人组成
的侦察小分队， 先于战役发起前， 采取化
装侦察、 不恋战的方式， 快速深入敌后，

直抵敌指挥枢纽 ， 一举捣毁了白虎团团
部。 毙俘敌 “白虎团” 团长陆根洪， 以及
机甲团长、 美军顾问等 233 人， 配合大部
队， 取得了朝鲜战场上的最后一战———金
城战役的伟大胜利， 为促成朝鲜战争停战
与和平谈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自 2015 年以来，“我的父辈”系列丛书
陆续推出 《我的父辈在长征中》《我的父辈
在抗战中 》（1-3）《我的父辈在解放战争
中》《我的父辈在抗美援朝中》。整套丛书收
录了 120 余位著名将领后辈的文章， 追记
英雄先烈的铁血征战历程， 饱含后代对父
辈、对历史的深厚敬意与深情怀念。

第六代“江姐”高歌而来

本报讯 （记者姜方）作为“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红色经典剧目展演
季”中的节目，昨今两天，红色经典保留
剧目《江姐》由张国勇执棒上海歌剧院在
上海大剧院献演。 这一版《江姐》由两位

85 后青年演员何晓楠、 周琛挑大梁，第
一代“江姐”任桂珍老师生前曾多次亲临
指导，接力棒传到她们手上已是第六代。

本次展演的新版《江姐》由上海歌剧院青年
导演马达执导， 在 2000 年世纪版的基础
上，更注重对音乐精雕细琢，在表演上贴近
人物，为作品注入新的时代内涵。整个剧组
演员的平均年龄也只有 35 岁上下。

“建党百年之际我们学习党史，不能只
停留在读文件层面，还要让年轻人知道过
去的历史，演《江姐》就是在讲历史。 ”指挥

张国勇说，如今的年轻人所拥有的幸福生
活， 是用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换来的，而
老一辈艺术工作者能在台上呈现充满艺
术感染力的 《江姐 》，与他们亲身经历过
那段峥嵘岁月有关 。 “今天台上的年轻
人 ，要把握住每次舞台实践 、实地采风 、

学习党史的机会 ， 将上海歌剧院的优良
院风和红色经典薪火相传。 ”

13位松江籍烈士与亲人“相聚”
烈士陵园为烈士寻亲

“叔爷， 我们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
看你来了！” 昨天， 江苏泰兴公园， 解
放前牺牲的上海松江籍烈士沈辛之的家
人第一次赶到公园内的烈士纪念碑前，

与已逝亲人 “相聚”， 祭奠先祖。

松江， 被誉为 “上海之根”， 也是
一片有着光荣革命斗争历史的红色热
土。 不少松江籍烈士牺牲在全国各地，

在上海松江区烈士陵园内只有他们的英
烈名录和空穴纪念碑， 而烈士遗骨散在
他乡。 2019年起， 松江区烈士陵园开启
了 “为烈士寻亲” 之路。 截至目前， 已
为13位烈士寻找到了家属与后人。 “寻
亲之路固然坎坷， 但只要尚存一丝希望
我们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 松江区退
役军人事务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烈士寻
亲是为了缅怀先烈功绩， 让英烈精神得
到传承。

2019年6月， 松江籍烈士顾伯琦的
弟弟顾伯平在中华英烈网上查找到关于
哥哥的信息： 松江烈士陵园内立有顾伯
琦墓碑 。 老人随即前往陵园祭奠 。 现
场， 他得知墓碑是为了纪念而设立的空
穴时， 特别希望通过陵园能帮忙找寻大
哥忠骨安葬地。 但在烈士英名录中关于
顾伯琦的记载不足30字 ： “1930年出
生， 1949年参加革命， 解放军海军教导
大队教员， 1953年牺牲。” 陵园根据顾

伯平提供的琐碎信息： “牺牲在辽宁抚
顺、 海军第一批兵、 因救学员而牺牲”

等 ， 寻找到了辽宁省褒扬纪念处 。 原
来，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几经周折， 顾
伯琦烈士的墓地已迁至大连烈士陵园。

在确认该信息后， 当年7月， 顾伯平带
着父亲的遗愿奔赴大连祭拜， 圆了家人

66年的寻亲梦。

沈辛之烈士， 是此次寻亲中耗时较
久的一位。 官方记录： “苏浙军区直属
队党总支书记 ， 1945年部队北撤时牺
牲”。 烈士哥哥的长子、 现年84岁高龄
的沈瑾新老人从奉贤赶到烈士陵园， 带
来了一封珍藏近70年的书信。 这封信是
沈辛之生前战友从朝鲜战场寄给烈士哥
哥沈光辉的， 信里写道： “你的胞弟沈
辛之同志在1945年南下苏浙军区……途
中渡江时因轮船航至江心遇险……” 当
天， 陵园根据相关信息最终联系到了江
苏省泰兴市党史方志办公室， 确认了沈
辛之系中安轮遇难烈士之一， 现忠骨安
葬在江苏泰兴公园。

今年， 陵园开启了专为抗美援朝烈
士寻亲的任务。 “寻亲工作离不开各方
的共同努力。” 松江区烈士陵园负责人
告诉记者， 在史料挖掘和确认阶段， 工
作人员要深入走访， 通过聆听、 访谈来
收集第一手资料， 并动员家属将日记、

书信 、 照片 、 证书 、 遗物等捐赠给陵
园， 以更好地发掘故事， 颂赞英烈。

上海歌剧院新版民族歌剧《江姐》在上海大剧院上演。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①90岁高龄

的老战士刘石安

（左二）为小学生

们讲述自己与战友们

的战斗经历。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②全国首个消防英烈纪念馆日前

在上海建成开放。 图为少先队员深切缅怀英

勇牺牲的消防指战员。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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