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磊 卫中

父亲，我的故事里有你的身影

清明节前， 奉贤公安分局组织青

年民警前往奉贤公安英烈广场开展清

明祭扫活动。对于曹树凡而言，意义分

外不同， 因为英烈墙上就铭刻着他父

亲曹金鱼的名字。 轻轻拂拭英烈墙上

父亲的名字， 凝视着他那身着警服最

后定格的风采， 曹树凡有许多话想对

父亲说。

敬爱的父亲：
你离开我们已经七年， 但我仍然

忘不了那一天。你和往常一样，带着笑

容，拎起水壶，轻轻掩上房门，悄然离
开。 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在那个飘着小雨的冷夜， 我揽着
极度悲伤的母亲， 强忍着不让自己悲
恸的情绪在众目下释放， 因为我得让
自己像你一样坚强。

父亲， 在我的印象里， 你一直很
忙。尤其你成为一名高速交警后，我们
更是聚少离多。 时常，深夜里，你拖着
疲惫的身躯回家， 一大早又拎着水壶
出门。 有一次，看我好奇地打量水壶，
你笑着对我说：“因为爸爸要在高速公
路上执勤，炙热的天气需要补充水分，
不然就会中暑。 ”

那一年年初， 你因为执勤骨折受
伤。我去医院看你，发现你的胡子上已
经有了点点银丝。伤还没好透，你就急
着返回工作岗位。 你笑着说：“不管有
多危险， 总得有人挑起责任。 消防如
此，公安亦如此。 ”

直到那一天， 你的微笑， 你的声

音，关于你的一切戛然而止。 那一年，我
高三，投考了浙江警察学院。

进入学校的第一天，各个大队学员
都要轮流上台自我介绍，顺便说一说自
己从警的初衷。有人觉得穿制服很威武，
有人想要做刑警侦查破案， 也有人觉得
公安工作稳定。 我站在讲台上，只说了一
句话：“我从警，因为我的父亲。 ”你一定
在天上看得到，我眼里泛着点点泪花。

度过四年警校生涯， 我回到了你奋
战过的地方， 成为了金海派出所一名治
安民警。 现在，身着警服，才感受到了警
察那份沉甸甸的责任与担当。

父亲，你知道吗？ 今年5月，我接到
报警说有不法分子以低价转让二手电
脑的名义行骗 。 我发现这中间其实并
不简单 ，因为短短一个月间 ，闵行 、奉
贤两区已经有20余起类似案件 。 他们
都有一个共同点：被害人相信了小区内
张贴的以搬家为名低价转让品牌电脑
的小广告。 这让我判断，这是一个系列

诈骗案件。
这是我从警后侦办的第一起重大

系列案件。 几个月的艰苦追查，彻夜蹲
守的经历以及抓捕场面的惊心动魄，都
让我记忆犹新。 专案组的同事们一起加
班加点 ，几乎同吃同住 ，让我真真切切
体验了公安工作的“艰”与“苦”。

后来 ，案子破了 ，四名犯罪嫌疑人
全部落网。 而短短两个月，他们就疯狂
作案21起，骗取了4万余元。 你会为儿子
的表现骄傲吗？

父亲 ， 今年是我进入公安的第二
年，未来的路还很长。 每一年，我都会来
到这里，给你讲述我自己的警察故事。

父亲 ， 其实我的故事里有你的身
影，我将追随着你和另外69名奉贤公安
英烈走过的路，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儿：曹树凡
奉贤公安英烈广场

2018年清明前
（整理：本报记者 何易）

■给英烈爸爸的一封信

■本报记者 朱颖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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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月３日是邹容

逝 世１１３周 年 的 纪

念日。近日，重庆市

渝中区在位于渝中

区南区路的邹容烈

士纪念碑前开展了

多场祭奠活动。 邹

容烈士 亲 属 代 表 、
市民代表、 武警战

士、 少先队员等百

余名社会各界人士

参加， 并瞻仰烈士

纪念碑。
邹容（１８８５－１９０５），原名桂文 ，留学日本时改名邹容 。

四川省巴县（今重庆渝中）人。 邹容自幼受中华民族传统思

想的影响，具有强烈的民族自尊感。甲午战争后，他读到《时
务报》等维新报刊，成为新思想的热心传播者。

１９０２年， 邹容到日本留学， 受到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

响，投身于民主革命斗争。 在日本期间，邹容写成了７章２万

余字的《革命军》一书，以“革命军中马前卒”署名，书中对民

主革命的对象、性质、任务和前途等，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革命军》深刻揭露了清政府的封建专制，是中国近代

史上第一部系统地宣传革命，主张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著作。
刚一问世，就被不少人称之为“今日国民之第一教科书”。

１９０３年起，《革命军》先后在上海、新加坡、日本、香港、
美国等地翻印２９版，发行１００万册以上，占清末革命书刊销

量的第一位。 清政府惊惶失措，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制造了

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同年６月２９日和３０日，巡捕先后闯进《苏报》馆和爱国学

社，捕去章炳麟等人。 ７月１日，１８岁的邹容独自步行到租界

监狱，自报姓名，慷慨入狱。
１９０４年５月２１日，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罚作苦工，限满

释放，驱逐出境”。 由于狱中非人的生活，１９０５年４月３日，邹
容病逝于上海提篮桥监狱。 时年２０岁。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追赠邹容为“陆军大将军”荣衔，并
赞叹“惟蜀有才，奇俊瑰落”。 １９４４年，国民政府决定将原夫

子池洪家院子至苍坪街原邹家祠堂路段改名为 “邹容路”，
至今重庆市解放碑至临江门一带依然保留该地名。

邹容烈士曾孙女邹小菲、玄孙曾令堂在活动现场表示，作为烈士后人，感

到非常骄傲和自豪，将一如既往地传承好烈士精神，让以天下为己任、对真理

孜孜以求的邹容精神在新时代发出更耀眼的光芒。
新华社记者 周闻韬

（新华社重庆４月５日电）

上海历史博物馆昨迎客近8000人次
本报讯 (记者李婷) 截至 16 时停

止入场 ，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昨 天 的 进

馆人数定格在 7949 人。 自该馆 3 月 26
日 在 南 京 西 路 325 号 全 新 揭 幕 以 来 ，
市民观展热情高涨。 昨天虽然下着雨，
但依然阻挡不了热情的脚步 ， 人 们 从

四面八方赶来 ， 争相目睹这座 综 合 反

映上海地方历史的博物馆。
昨天的参观高峰出现在上午 10 点

至 11 点半之间， 记者看到， 虽然队伍

一度蜿蜒了百余米， 但由于现场工作人

员引导得当， 观众入场时间逐步加快，
而展厅内也秩序井然。

上 海 市 历 史 博 物 馆 是 “十 三 五 ”
期间规划建设的市级重大文化 设 施 之

一， 该馆基 本 陈 列 吸 纳 了 上 海 史 最 新

研 究 成 果 ，结 合 场 馆 建 筑 特 点 ，遵 循

“以 城 市 史 为 脉 络 ，以 革 命 史 为 重 点 ”
的 原 则 ， 全 面 梳 理 上 海 历 史 脉 络 ，展

现 城 市 发 展 各 个 历 史 时 期 的 重 要 节

点 和 重 大 革 命 历 史 事 件 ，市 民 可 饱 览

上 海 从 远 古 到 近 代 6000 年 的 历 史 脉

络。 除了基本陈列外，上海市历史博物

馆还在东楼南厅和西楼首批推 出 四 个

临时展览 ： 《陈毅与上海 》 文 物 文 献

展、 铭记初心———《共产党宣言》 史料

展 、 钟 声 再 起———新 馆 馆 址 的 前 世 今

生 、 上海城市记忆馆藏油画展 。 走 出

展厅 ， 市民纷纷表示上了一堂 生 动 的

历史课。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所在的建筑本身

也是一段传奇。 它曾是跑马总会大楼 ，
先后入驻过上海博物馆 、上海图书馆 、
上海美术馆 ， 留存了城市发展 中 重 要

的文化信息 。 1989 年 ， 该建筑被列为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 鉴于建 筑 的 特

殊性 ，上海市历史博物馆每日限流一万

人次，馆方建议市民错峰参观。

九旬老战士用革命精神感染教育下一代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老校长石刚，战争年代参加新四军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甘洒热血，
和平年代为人师、为人父将革命精神沁入校风、家风———

每逢清明， 现年近95岁高龄的上

海市晋元高级中学老校长、 新四军四

师老战士石刚的心情总有些沉痛。 和

他一起走过峥嵘岁月的战友大多已作

古， 其中不少永远地定格在了20多岁

的青春年华。而他比较幸运，闯过枪林

弹雨的战场， 后来又因机缘巧合来到

了一所具有丰厚红色历史积淀的知名

中学， 延续以革命精神孕育下一代人

的使命。
一日为战士，终身为战士；一日是

教师， 终身是教师———这句话或可形

容石刚的一生。在他看来，那些血染战

旗的英魂长存，即便在和平年代，依然

是激励着一代代年轻人奋发前进的动

力。 这份被他视若珍宝的革命精神影

响了六个子女的成长， 也沁入了每一

名晋元学子的心田。

只要活着一天，就要为
革命奋斗

1940年，石刚15岁。 当时，正在家

乡江苏省泗洪县一间私塾读书的他听

到一个消息： 当地一位宣传抗日工作

的女英雄被日寇残忍杀害， 牺牲时年

仅20岁。震撼于先烈之风，第二天一早

他便找到县里的抗日民运工作团，主

动申请入党，自此走上了革命之路。
在入党申请书上签名的时候，他

把自己原来的名字 “石学政 ”改 成 了

“石刚”，以表“刚毅”之意。 后来在组

织的推荐下，他去八路军军政干校学

习了半年，之后回到地方当过文化教

员，再后来又当了新四军四师游击大

队政委。
提起当年所经历的血雨腥风和牺

牲的战友，石刚总是语带哽咽。那些故

事他给儿女们讲过， 给晋元中学的孩

子们讲过，给各行各业的年轻人讲过，
而他自己则坚持定期回到家乡泗洪，
前往烈士陵园祭拜那些故去的战友。
“我一直认为，只要我活着一天，身体

健康，我就继续为革命奋斗。给人们讲

这些革命故事， 就是在传递一种革命

精神。 ”

条件再苦，也要孩子们
记着“认真做人”

石刚一生为革命事业倾注了无数心

血，有了他的言传身教，这种艰苦奋斗的

品质也印刻进了六个儿女的内心。
他告诉记者， 他偶尔会向孩子们

说起自己过去的军旅经历， 去泗洪县

烈士陵园的时候，也会带着他们一起。
“从小我就要求他们做到两个字 ‘认

真’。”———读书要认真，学好安身立命

的本事；为人要认真，学会尊敬老人、
团结友爱。“有一个老朋友说我在家教

育孩子，就像给他们上党课。”石刚说，
以前家里条件比较艰苦，孩子又多，他
们没有床睡， 就只好睡在铺了竹片子

的水泥地上。尽管生活上崇尚朴素，在
教育这件事上，他们却达成共识：一定

要让孩子读好书。
提到老伴， 石刚的语气中满是敬

爱和怀念。他提到，1946年解放战争时

他撤退到山东，家被抄了，老伴只能带

着年幼的大儿子躲在亲戚家， 两人一

年多失去联系，她一直苦苦坚守。 “她
凭着两个信念撑下去，一个是我活着，
一个是共产党总会胜利。”石刚一直把

老伴看作是同甘共苦的 “革命战友”，
“老伴比我大两岁，前年去世了。 ”

如今，石刚的六个儿女都已退休。
他们都继承了艰苦奋斗的精神， 在各

自的工作岗位上为国奉献，辛勤耕耘，
“六人中四人是党员”。

革命传统教育，必须知
行合一

1950年， 石刚被选派到位于上海

的华东团校学习， 之后便留校工作。
1958年，他按照上级指令，来到当时还

是完中的晋元中学担任校长、 党支部

书记，管理3000余名师生，两年后，学

校被确定为市重点中学。 了解晋元中

学的人或许知道， 这是一所以抗日名

将谢晋元命名的百年老校，校史、校风

中流淌的红色血脉令石刚更加坚定，
一定要把革命传统教育贯穿于整个育

人过程。
石刚记得，1961年， 全校共有100

多名学生响应国家号召报名参军，组

成了一整个连奔赴福建前线， 这在上

海高中里很少见。1997年，兼任新四军

历史研究会副会长的石刚特意牵线搭

桥， 促成了新四军和晋元中学的共建

关系。他曾邀请60位老战士来学校，对
着全校师生奏唱军歌、讲述革命故事。
“老战士们一共开展了十几场讲座，超
过5万人次参加。 ”

在石刚看来，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

一定要强调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学生们

需要走出学校， 到革命根据地实地考

察，这样更能激发他们的真情实感。“一
方面我是老校长， 对学校和孩子有感

情、有期望，另一方面我是老战士，有深

重的革命情怀。 虽然我老了，但是我想

我还能做一件事， 那就是尽我的力量，
用革命精神感染和教育下一代人。 ”

听说300余名晋元学子将于今年

暑假前往自己的家乡泗洪县， 重走红

色之路，石刚决定亲手写一封信，寄语

孩子们：现在虽然是和平年代，但是我

希望你们到泗洪， 能够亲自拜祭革命

先烈，继承优良的革命传统，把艰苦奋

斗、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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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那些“地下英雄”的真实故事被更多人知晓
91岁的季甄馥老人建议，上海弘扬“红色文化”，要进一步发掘和整理我党地下组织在沪的斗争史料

“那年我19岁，一位‘贵人’走进了我

的生活，从此改变了我。 ”91岁的季甄馥

老先生谈起1946年的那段经历， 至今难

掩兴奋。 他所说的“贵人”是他的一位在

上海交通大学读书的远房亲戚， 他当时

为我党的地下组织工作， 在一段时间的

考察之后，季甄馥参加了革命工作。正是

在一次次为党传递情报的工作中， 季甄

馥不断接受着进步思想的教育。 季甄馥

感慨地说， 党让他从一个幼稚的农村孩

子，成长为以国家兴亡为担当的青年。
昨天， 本报记者来到刚刚结束近两

个月医院生活的季甄馥老先生家中，聊

起“地下党”，他精神矍铄。他说：“上海

是党的诞生地， 也是中国共产党地下

组织极为活跃的地方， 或者也可以说

是发源地。 ”他建议，我们应该进一步

发掘整理党的地下组织在上海的斗争

历程相关史料， 通过对其中人物和故

事的进一步梳理，让“地下党”这个上

海红色文化中延续时间最长、 最具特

点的内容，更好地发挥作用，为进一步

丰厚上海的红色文化做贡献。

领到第一个秘密任务，
激动伴着兴奋

季老先生离休前是华东师范大学

哲学系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长期从事

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近代哲学的教育

研究工作。
在他家中， 记者不仅看到了他参与

编写由冯契主编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等
哲学著作，还看到了大量研究陈独秀、瞿
秋白、蔡和森、恽代英等人的著作。 老先

生说， 非常感谢这伟大的时代，“回忆往

事，我是十分幸运的。因为在我人生抉择

走向的关键时刻， 遇到了为党的地下组

织工作的那位亲戚。 ”
老先生回忆，1946年他考入上海新

闻专科学校，与当时就读于上海交通大学

的那位亲戚有了交集。那位亲戚一开始并

没有透露自己的身份，只是通过谈话了解

他的思想， 继而赠送了一些进步书刊，这

些书刊大大拓展了季甄馥的眼界。 “我当

时接触到了一个新的世界，一个从未知道

的新世界。”季老先生回忆说，一次次的长

谈，一天天的阅读，从此他的人生看法和

对社会的观念发生了蜕变，应当关心国家

大事，应该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应当为

服务工农大众而勇于担当，“这为我树立

正确积极向上的人生观奠定了基础。 ”
“记得是1948年初，他通知我到西藏

路九江路口的 ‘皇后大戏院’ 参加一个

会。 ”我刚到会场，就听到雄壮的歌声《团
结就是力量》《山那边啊好地方》《我的青

春》……大会上动员群众团结起来开展反

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这是我第一次

参加群众大会，我触动很大，我呼喊‘我的

青春’，憧憬着‘山那边啊好地方’……”在
那之后，又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考察，季甄

馥开始协助秘密传送信函、文件、联络人

员、散发传单，参加党的进步活动。
第一个秘密任务是什么？ “有一天，

那位亲戚对我说， 去某个地方告诉某个

人，什么时候在哪里碰头。 ”季老先生回

忆说， 现在已经说不清当时兴奋更多还

是紧张更多。他还告诉记者一个细节，送
纸条的任务要求看似简单却也 挺 考 验

人———“不能看”。

为党工作的记忆，成为滋
养一生的财富

“党的地下组织在上海开展的各种

活动， 有力地配合了各个时期的革命斗

争。为党工作的记忆，成为滋养一生的财

富。 ”季甄馥老先生建议，应当进一步梳

理党的地下组织在上海的斗争历程，让

其中的人和事被更多人知晓。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是一

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 翻阅历史

档案不难发现， 这里曾经留下了许多革

命足迹。在白色恐怖下，党中央和上海地

下党一直坚持发出党的声音， 领导城市

工人运动，不断报道工农红军英勇作战、
粉碎国民党军队“围剿”以及北上抗日的

消息，鼓舞群众的斗志。中共中央上海局

开辟了配合正面战场的第二条战线，为

人民解放军解放南京、 上海和西南各城

市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因为隐蔽工作做

得好， 上海局机关旧址在上海解放前未

被暴露……
“我党地下工作建立的丰功伟绩可

歌可泣，这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荣。 ”尽
管季甄馥老先生回忆起那些历史片段时

很平静， 但是他的目光却总会显得多了

一份神采。
“解放后， 我在上海市委宣传部工

作 时 ， 遇 到 了 一 位 叫 马 懋 如 的 同 事 ，
无意中说起当年参加的地 下 工 作 ， 都

很激动也很感动 。” 季甄馥老先生说 ，
这种热血青年的激动和感 动 他 至 今 难

忘 。 马懋如后来去了北京 ， 至 今 他 们

还保持通信联系 ， 马懋如 会 把 梳 理 好

的回忆地下党组织活动的文章发给季老

先生请他指正。
季甄馥老先生说， 很多记忆在今天

看来依然留着一份当年的温度———而这

种温度在今天更应该延宕开来， 成为构

成上海红色文化的一种底色。

编者按
又是一年清明时。 缅怀英烈

祭忠魂，抚今追昔思奋进。
缅怀英烈 ， 为的是铭记历

史。 中国近代史是中华民族的血泪史，也是中国人民的英勇抗争
史。 每一方纪念碑，每一座烈士墓，每一段英雄故事，都是永不熄
灭的精神火炬，赋予我们强大的精神力量，振聋发聩地告诉我们
“从哪里来、向何处去”。

缅怀英烈，为的是传承红色基因。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梦想启
航的地方。 进入新时代，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再出发，上海要服务、引领全国发展，代表国家参与国际竞争合
作，必须秉持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勇当排头兵，敢为
先行者，实现新作为。

缅怀英烈，为的是激发复兴之力。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今天，我们纪念英烈，就要用崇高理想、
奋斗精神武装自己，就要把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化为实际行动，
坚定不移做改革开放的促进派，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人物档案】
曹金鱼， 1968 年 7 月出生，

2009 年从部队转业至公安工作，
二级警督， 牺牲时为奉贤公安分
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警。

2011 年 11 月 4 日 14 时
许 ， 曹金鱼在开展 “三超一疲
劳” 专项集中整治行动中， 依法
对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的交通违
法行为进行处理。 由于该牵引车
被另一辆重型半挂牵引车追尾，
致正在执行公务的民警曹金鱼当
场被撞成重伤， 不幸因公殉职。

邹容像。 新华社发

季甄馥近照。 （受访者供图）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 也是党的地下组织极为活跃的地方。 图为中共上海

地下组织斗争史陈列馆展出的珍贵史料。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