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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不会忘记！完成革命先烈未竟事业是“最好纪念”
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活动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举行

“你虽长眠，我仍常念，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往日已往，来

日未来。山河处处皆是你！ ”……在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忠魂广

场的桃花树下， 一串串寄语高挂———这是今日青年写给昔日

青年的心声：昨天，烈士的身躯倒在这片土地，他们的血肉化

成沃土；今天，英雄的名字永记心中，他们的精神铸就山河。

昨天，第八个烈士纪念日。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苍松翠柏，

“人民不会忘记” 烈士纪念日主题祭扫活动在此举行。 全市 75

家烈士纪念设施同时举行祭扫活动，向革命先烈致以敬意与哀

思。 仪式现场，一支上海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同

步成立，首批 150 位志愿者齐声宣誓：崇敬烈士，缅怀先烈，坚

决守护好烈士纪念设施，永远继承和弘扬烈士们的伟大精神！

缅怀先烈：名字背后是催人泪下历史瞬间

“罗亦农、杨殷、彭湃、陈延年、陈乔年、赵世炎……”在本

次活动主会场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现场庄严肃穆，礼兵向革

命烈士敬献花篮。全体人员面向龙华墙，向革命烈士英名行三

鞠躬礼，齐声诵读龙华墙上镌刻的 77 位英烈名字。

一个个名字后，是一段段催人泪下的历史瞬间———在龙华

烈士陵园，长眠着一大批壮烈牺牲的共产党人：面对刽子手的

叫嚣，29 岁的陈延年高声回答：“革命者光明磊落、 视死如归，

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26 岁的陈乔年受尽酷刑，却坚定地对

大家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

革命者张恺帆曾在血迹斑斑的高墙上写下：“龙华千古仰

高风，壮士身亡志未穷。 墙外桃花墙里血，一般鲜艳一般红。 ”

“天快要亮了，革命即将成功，我无论生或者死，心里总是

愉快和欣慰的。 ”烈士牺牲前纸条上的模糊字迹，无时无刻不

印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

英魂不泯，浩气长存。 他们牺牲于龙华，却被人们铭记！

强国有我：倍加珍惜先烈用鲜血温暖的盛世

烈士墓碑前，绿草如茵。 90 后、00 后从四面八方赶来，擦

拭墓碑，献上鲜花，还带来了一封封亲笔书写的信件。

“我们不会在物理意义的同一时空里交汇，但我活着的盛

世———是你用鲜血温暖的。我定当倍加珍惜。”这是 1993 年出

生的顾凯琳留下的“心声”。

记者在现场看到， 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中

不乏 00 后少年。 他们戴着白手套，手握白毛巾，俯下身子，认

真细心地擦拭墓碑。 “他们牺牲时， 也不过是十八九岁的年

纪。 ”2000 年出生的韩庆燚说，前进路上无数中国人为实现民

族伟大复兴所作出的努力，就是对革命先辈最好的纪念。

忠魂广场上，特意“种”上了一棵“生生不息”的桃花树。树

上，寄语各式各样，不少落款不谋而合———“来自新中国的新

青年”“21 世纪新青年”“共产主义接班人”……一位来自上海

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告诉记者， 她希望以这种方式告慰革命先

辈：强国有我！ 完成你们未竟的事业，有我！

赓续血脉：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

昨天上午， 一堂由龙华烈士纪念馆精心制作的红色党课

“龙之华·初之心”拉开序幕，将红色英烈故事与党史学习教育

紧密结合起来。 一直以来， 龙华烈士陵园致力于讲好红色故

事、传承红色基因、凝聚红色力量，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共产党

领导的百年奋斗史。

近期，龙华烈士陵园陆续开展了“扬英烈精神 续红色基

因”龙华英烈画传系列丛书发布会、《那年桃花》无剧场话剧、

“青春龙华”主题纪念追思等系列活动。 不少活动让历史触手

可及。 在传播、演绎中不断创新，用好用活丰富的红色资源。

龙华烈士纪念馆馆长邹强表示，未来将继续围绕“革命烈

士纪念地、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的使命，加强对

红色资源的挖掘提升和丰富拓展， 充分展示革命烈士的牺牲

奋斗精神，有效提升展陈功能与教育功能，全力打造爱国主义

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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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英雄精神成为青少年学生前行的精神指引
沪上大中小学以多种形式缅怀英烈致敬英雄

天地英雄气， 千秋尚凛然。 尊崇烈士、

祭奠烈士， 就是要让英烈成为我们心底崇

高 、 圣洁 、 强大的永恒记忆 。 9 月 30 日 ，

是全国第八个烈士纪念日。 沪上大中小学

以丰富的纪念活动带领学生缅怀烈士功绩，

以各种形式寄托哀思， 表达敬意。

校园里的革命先行者，我辈
青年学子不会忘记

铭记先烈， 传承精神， 让英烈成为我

们心底崇高、 圣洁、 强大的永恒记忆！

昨天清晨， 上海交通大学徐汇校区史

霄雯、 穆汉祥烈士墓前庄严肃穆， 22 只花

篮静静矗立， 由上海交大学子敬书的花篮，

寄托着全校师生对英烈的无限哀思。 近百

名师生代表列队肃立， 缅怀那些为民族独

立解放、 国家繁荣富强、 真理探索传承英

勇献身的交大先辈， 共同追忆他们的光辉

事迹和非凡人生， 继承发扬革命先烈留下

的宝贵精神。

上午 7 点 30 分， 正在黄海北部航行的

“育明轮” 上， 上海海事大学师生在碧海蓝

天下， 缓缓升起了一面五星红旗。 同一时

间， 在校园内的 “吴淞号” 以及滴水湖的

帆船上， 师生代表通过现场直播， 同步举

行升旗仪式。 1000 余名师生， 在国旗摇曳

的红色海洋中齐唱：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胜利歌声多么响亮。 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

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商船学院航海 212

班的张博轩同学激动地说： “我辈当不负

众望， 好好学习， 自立自强， 让中国海运

在世界扬帆起航，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海洋

强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我们不会忘记 ，在民族危亡之时 ，那

些校园里的革命先行者 ； 我们不会忘记 ，

在峥嵘岁月里 ， 坚守教育救亡的红色堡

垒……”昨天清晨，在上海理工大学刘湛恩

烈士故居主题馆前， 师生迎着朝阳， 深情

朗诵 《我们不会忘记 》， 并向烈士雕像敬

献花篮。

上海海洋大学的师生们昨天在学校景

观大道的 “海权石” 前， 缅怀王器民 、 张

文祥 、 于以振 、 瞿桂华四位校史上的烈

士 。 “牢记烈士丰功伟绩 ， 继承烈士遗

志 ， 我们当接续 ‘渔界所至 、 海权所在 ’

的创校使命， 坚持 ‘把论文写在世界的大

洋大海和祖国的江河湖泊上 ’ 的办学传

统 ， 以优异的成绩告慰烈士的英灵 。” 上

海海洋大学党委副书记、 副校长宋敏娟动

情地说。

传承英烈精神，是青少年学
子的光荣使命

英雄， 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 铭记英雄

事迹， 传承英烈精神， 也是少先队员的光

荣使命。

昨天上午， 虹口区学生代表怀着崇敬

的心情来到虹口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虹口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小萝卜头” 宋振

中烈士塑像前， 深切缅怀这名为解放战争

而捐躯的年龄最小的革命先烈。 活动现场，

少先队员代表向虹口区全体中小学生发出

倡议： 弘扬烈士精神， 从小学先锋、 长大

做先锋！ 感恩革命先烈， 勤奋学习、 立志

报效祖国， 学史明责， 传承红色基因！

尚文中学的公共空间展示出了多幅由

学生绘就的革命烈士肖像作品。 此前 ， 这

些学生通过学习烈士事迹、 聆听烈士故事、

挖掘典型示例、 记录关键场景， 遴选出了

一批革命烈士的绘画素材。 在创作过程中，

他们巧妙构思， 把展现革命烈士舍生忘死

的奋斗精神、 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融入一幅

幅画面中。

在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 ， 德育教导

助理顾炜老师， 昨天上午给二年级学生上

了一堂专题课， 为学生详细介绍了我国烈

士纪念日的由来。 午休时， 全校学生在老

师带领下观看了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

场举行的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老师

还给学生们布置了一道特别的 “假期作

业 ” ———在国庆假期观看以抗美援朝战争

第二次战役中的长津湖战役为背景拍摄的

电影 《长津湖》。

市南中学校团委联合大队部在高中各

支部、 初中各中队开展主题为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 主题团日活动和十分钟队会 。

预备年级的少先队员聚集在校园内 “上海

中学生打响抗日救亡运动第一炮” 的雕像

前， 聆听校友先烈在革命年代抗击侵略者

的故事。 “每年烈士纪念日之际， 我们都

会为青年学生学习先烈故事积极搭建平台，

鼓励他们通过说、 演、 参观等多种形式激

发爱国信仰， 传承红色基因。” 市南中学团

委书记徐轶铖表示。

爆款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让红色 IP魅力经久不衰

在本月中旬开启的新一轮驻场演出中，这部舞剧将推出来自
全国优秀青年舞者组成的“风雅颂韵”四组崭新的演出阵容———

1958 年上映的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

波》感动了无数观众，这是新中国第一部

讲述党的隐蔽战线英雄人物的经典影

片， 亦是一代代中国人不可忘却的集体

回忆。 历经一个甲子的时光，红色 IP 的

魅力经久不衰。 如今， 上海出品的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新一轮驻场演出正在

紧锣密鼓的准备中；4K 彩色修复故事片

《永不消逝的电波》 将于 10 月 6 日登陆

全国各大电影院线……在艺术传承与创

新融合中，红色 IP 正焕发出新的光彩。

昨天下午 ， 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

波》 在美琪大戏院联排， 10 月 13 日这

台爆款舞剧将开启新一轮驻场演出。 熟

悉的乐韵回荡在剧场里， 舞台上却多了

不少新面孔———“风雅颂韵 ” 四组演出

阵容正式公布， 新老搭配进行了首次剧

场合排。 除了观众熟悉的王佳俊与朱洁

静、 侯腾飞与王景之外 ， 方文和毕然 、

韩睿泽和徐莹成为了新的 “李侠” “兰

芬” 组合。

舞台是演员最重要的 “练兵场 ”。

在 《电波》 密集的巡演中， 青年演员们

不断打磨着技艺， 渐渐走进了角色的内

心深处 。 从 2018 年参与舞剧 《永不消

逝的电波》 创排起， 毕然就 “磕” 上了

“兰芬 ” 这个角色 。 半个月前 ， 她在舞

剧联排里第一次跳满了整场， 兴奋、 激

动的心情令她久久难忘。 “我的专业是

中国古典舞， 希望能在舞蹈身韵上多下

功夫 ， 赋予 ‘兰芬 ’ 更温婉的气质 。”

毕然说。

在 《电波》 舞台上， 不仅有上海歌

舞团颇具实力的青年舞蹈家， 还有来自

全国各地的舞蹈圈 “新人”。 7 月 2 日，

一封 “英雄帖” 在中国舞蹈圈 “激起千

层 浪 ” ———以 《电 波 》 《朱 鹮 》 驻

（巡 ） 演为契机 ， 上海歌舞团与中国舞

蹈家协会联合推进 “项目制招聘 ”， 向

全国优秀舞蹈人才敞开胸怀 。 7 月 31

日， 来自全国 14 个省市自治区的 50 位

青年舞者通过层层选拔 ， 加入了 《电

波》 大家庭。

经过 2 个月的训练， 这些年轻人有

了 “脱胎换骨” 的变化。 四川师范大学

大四学生张天玉幸运地成为了剧中 “老

裁缝” 的扮演者。 “对我来说， 在上海

歌舞团的每一堂基训课、 每一次排练都

是考核 。” 张天玉告诉记者 ， 在上海歌

舞团专业教师团队的指点下， 自己不仅

提升了舞蹈技术水平， 也对英雄风骨与

坚贞信仰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要用

舞蹈向观众弘扬革命精神、 革命情怀。”

“驻场+巡演”新模式稳中求进，“项

目制招聘”探索初显成效，上海歌舞团的

肌体正变得越来越强健有力。 “当《电波》

向着第 300 场演出的目标迈进时， 又有

一批新演员、新阵容将站到舞台中央，为

我们完成双线并进的演出任务夯实基

础。 ”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认为，每一

组演员阵容都有各自不同的角色理解和

出彩之处， 将给观众带来更丰富的艺术

享受。 “通过缜密的管理运营和舞台监督

制度，我们会确保延续 ‘百场如一 ’的高

品质演出， 同时培养出更多能担重任的

优秀演员。 ”据悉，“十一”长假中，上海歌

舞团计划组织青年演员参观李白烈士故

居、龙华烈士陵园，让海派文化与红色文

化浸润他们的心灵 ， 为即将到来的驻

（巡）演储备充足能量。

左图： 上海龙华烈士陵园无名烈士墓前的鲜花。

上图： 志愿者细心擦拭陈延年烈士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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