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向英雄致敬！70年来人民从未忘记
昨天是英雄烈士保护法颁布后首个清明节，市民赴全市各烈士纪念设施祭扫

本报讯 （记者汪荔诚）清明节是追忆先

辈的日子。 昨天上午，“我们来看望你”“人民

不会忘记” 等清明主题祭扫活动在龙华烈士

陵园举行。

400余名社会各界人士手拿黄色菊花走

入龙华烈士陵园， 集体在纪念碑广场举行庄

严肃穆的祭扫仪式，再依次进入半月形墓区。

他们向烈士鞠躬、献花，为烈士擦拭墓碑，并

将鲜花放置在中央位置， 在墓碑前静默三分

钟———这是“我们来看望你”活动的现场。

徐汇区教育学院附属中学预备年级学生

徐晨轩和六位同学结伴前来缅怀先烈、 学习

先烈的精神。 卫清达烈士的女儿每年都来为

父亲扫墓，今年举办的“我们来看望你”祭扫

活动让她觉得意义非凡，通过邀请市民走进

烈士墓区 ，亲眼看一看英雄 ，亲手擦一擦墓

碑 ，“既为亲人寄托哀思 ， 又用规范的形式

为英雄做点事 ， 对当下的青年人还有教育

意义”。

在祭扫活动结束之后， 伴随着提琴伴奏

和童声朗读， 各界人士前往龙华烈士纪念馆

继续参观 《英雄壮歌———上海英烈纪念展》，

一起瞻仰256位英雄烈士。

另有400余名穿着红色印有“人民不会忘

记”字眼衣服的市民参加了“人民不会忘记”

寻访本市烈士纪念设施主题活动。 龙华烈士

陵园于3月20日发起该活动，在全市范围内进

行线上招募， 号召广大市民走近身边的烈士

纪念设施，祭奠先烈。这400余人也于昨日走

入烈士陵园祭扫。随后，他们还分批奔赴全市

范围内各烈士纪念设施， 由团队代表敬献花

环，并向纪念设施三鞠躬。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上海解放70

周年，而今年清明节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英

雄烈士保护法》 颁布后的首个清明节。“我们

来看望你”“人民不会忘记” 这两场活动均是

龙华烈士陵园发起的“70年我们从未忘却”清

明祭扫系列主题活动组成部分， 旨在通过引

导广大市民亲手为烈士擦拭墓碑、 寻访英烈

纪念设施等，鼓励市民走近英雄，引发社会对

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关爱的共鸣， 用实际行动

向英雄致敬，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

昨天，“我们来看望你”清明主题祭扫活动在龙华烈士陵园举行 ，许多市民前来献花 、擦拭墓碑 ，表达对烈士的尊崇

与敬仰。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昨天， 一些小学生在上海龙华烈士陵园的英雄纪念碑

前参加祭扫仪式。 新华社记者 陈飞摄

■本报记者 王嘉旖 何易
实习生 徐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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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昨迎出行高峰警方加强疏导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张晓鸣 ）

昨天是清明小长假第一天， 本市祭扫

和踏青两股人流叠加， 无论是市内道

路还是出入市境高速， 都早早出现出

红色拥堵与黄色阻塞相间的景象 ， 沪

郊主要墓区及踏青赏花景点周边道路，

车流也明显增加。

昨天上午 8 时， S2 东海大桥方向

康桥至沪南 、 G60 浙江方向莘庄立交

至水清路、 G2 江苏方向大渡河路至万

镇路 、 G1501 东环内圈高东进口等流

量都非常高。 茛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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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清明时节 ， 青团便成了

苏浙沪一带当之无愧的 “网红 ”

美食。

还记得几年前， 上海杏花楼推

出的 “网红咸蛋黄肉松青团” 引发

了市民们的狂热追捧， 即便是排队

超过 6小时也乐此不疲 。 今年 ，

“鸡丝培根青团 ” “腌笃鲜青团 ”

“Q心奶香紫薯肉松青团 ” ……

“老字号” 们推陈出新的口味， 使

得青团的火爆程度超过了以往。 而

这一次， 在 “老字号” 门前翘首以

盼的， 还多了许多年轻人。

不过， 吸引年轻人争相购买青

团的原因， 不仅仅是 “老字号” 们

别出心裁研发的口味迎合了他们追

求新鲜事物的心理， 更是青团本身

所承载的情感内核———对于许多

年轻人来说 ， 吃到家里长辈们从

“老字号” 排队买来的青团， 一直

是他们对清明节最美好的回忆之

一 。 随着年龄的增长 ， 渐渐凝结

成了一种舌尖上的记忆 ， 成为他

们对传统节日 、 传统文化最直接

的生活体验。

正因为这样， 青团、 月饼、 元

宵等这些传统节日美食， 每年都会

应景地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一波关于

甜咸口味之争， 成为话题性的社交

工具———当然， 大家讨论的不仅仅

是口味的孰优孰劣， 更是不同地域

习俗 、 不同生活记忆的交流与分

享。 可见， 在当下的互联网时代，

这些美食之所以成为网红， 是因为

人们对传统节日的记忆和体验让它

们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符号， 并在

社交媒体的不断传播和扩散中获得

了新生。

传统节日食品能够变成一种符

号， 且成为网红， 这启示我们， 为

什么不能进一步将传统节日自身也

符号化， 以此让它们焕发出新活力

呢？ 实际上， 在全球范围内， 许多

国家保持、 发展自己的传统文化，

就是将传统节日演变为一种文化寻

根， 而这一过程恰恰是通过将传统

节日背后的食品、 服饰、 庆典、 吉

祥物等作为文化载体进行重新品牌

化而展开的。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日本： 日

本有着大量的传统节日祭典， 如今

这些活动充满了娱乐性和商业性，

并且更加年轻化———春季赏樱花，

夏季观烟火， 如今这不仅仅是日本

的传统， 也是游客来到日本的文化

体验首选。 另一个例子是墨西哥的

“亡灵节”： 每年10月底和11月初举

行的亡灵节晚会吸引成千上万人参

加， 这一融合了流行文化的传统，

已成为超越国度的庆典。 正因为这

一文化特色， 墨西哥成为世界上第

六大旅游目的地。

茛 下转第二版

浦东机场将迎30万人次出入境客流
本报讯 （记者王嘉旖 通讯员魏

文亨） 记者昨天从上海机场边检站获

悉， 今年清明小长假将以 4 月 6 日为

分界点 ， 4 月 3 日至 5 日为出境客流

高峰 ， 4 月 7 日至 9 日入境客流占大

多数， 预计浦东机场口岸出入境人数

将逾 30 万人次 。 上海机场边检站表

示 ， 小长假期间 ， 边检部门将根据

出入境客流高峰时段及时调配警力 ，

进一步加强对符合自助通关条件旅

客的引导帮助 ， 保障广大旅客安全

顺畅通关 。

清明祭，用1213朵菊花缅怀遇难同胞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行动启动

本报南京 4 月 5 日专电 （驻苏记者叶
志明） 今天一早，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

同胞纪念馆迎来如织人流。 8 时 30 分 ， 纪

念馆馆长张建军带领全体馆员在门口列队，

向扫码捐款的观众发放 1213 朵菊花 ， 用

1213 朵菊花缅怀逝去的同胞。

在纪念馆哭墙上， 悬挂着黄、 白菊花扎

成的祭奠花圈。 上午 9 时 15 分， 2019 清明

家祭暨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后代传承记忆行动

正式启动。

参加仪式的有幸存者代表夏淑琴、 葛道

荣、 阮定东等和他们的后代， 以及远道而来

的日本友人松冈环、 大门高子及日本紫金草

合唱团全体成员等共计 70 人。

仪仗队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敬献花篮，

全体人员向南京大屠杀死难者三鞠躬， 并献

花。 1937 年 12 月 13 日 ， 侵华日军攻陷南

京， 30 多万中国同胞在 40 多天时间里惨遭

杀戮 ， 兽行暴虐 ， 旷世未闻 。 2015 年 10

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南京大屠杀档案正

式列入 《世界记忆名录》。

92 岁的幸存者葛道荣老人表示 ， 亲人

受害 82 年了， 也让我们痛苦怀念了 82 年。

他说： “今天我们在此悼念遇难的先人， 就

是要铭记历史、 珍爱和平。 作为南京大屠杀

的幸存者， 我要把我的亲身经历， 把当年国

家遭受日军侵略的惨痛历史告诉我的子子孙

孙， 告诉更多人。 让大家牢记历史， 反对战

争， 珍视和平， 圆梦中华， 决不让历史悲剧

重演！”

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会长、 南

京师范大学教授张连红指出， 近几年来， 许

多幸存者的第二代、 第三代接过了传承南京

大屠杀历史记忆的责任， 他们经常主动参加

纪念馆开展的各种纪念活动， 已经成为传承

南京大屠杀记忆的重要力量。

晓庄学院大四学生阮杰是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阮家田的后人， 同时也是纪念馆的一名

青年志愿者 。 他在现场发出倡议 ： 从我做

起， 把先辈们在南京大屠杀中的历史记忆接

力传承下去， 让子孙后代、 让更多的人真切

地了解、 记住这段历史！

据统计 ， 今天 ， 有超过 42000 人 、 38

个团队来纪念馆缅怀遇难同胞。
荩 刊第三版

慎终追远敬畏生命，

让死亡教育成为“人生必修课”

有了人脸识别，“警探神笔”仍是破案利器
我国警界画像第一人张欣去世后的首个清明节，儿子张惟真在父亲奋斗过的岗位上潜心摸索

“一定要记得这辈子做一个正直的

人。”在“警探神笔”张欣离去后的第一

个清明节，儿子张惟真的脑海里回荡着

父亲的谆谆告诫。

张惟真穿着父亲那身穿了一辈子

的警服，仿佛和父亲的身影重合在了一

起。“父亲在的时候不觉得， 但他一走，

许多画面就喷涌而出。”张惟真说，每次

到案发现场， 他都会不自觉地延续着

父亲的那套思路去分析案件 ： 点状血

迹、 喷溅式血迹代表的不同案件类型

指向……这些都是父亲手把手教他的。

如今，这点点滴滴仿佛化为了他的 “肌

肉记忆”———每次出现场或分析案件时

总会不经意间想起。

儿时记忆里的父亲 ，是
那个拎着行李箱的背影

张惟真回忆起最近一次在梦里见

到父亲的情景，不禁湿润了眼眶 。梦里

的父亲拎着他视为至宝的行李箱，边角

处已有明显的磨损痕迹，打开家门时大

声地说着“我回来了”。当梦惊醒 ，张惟

真却知道，父亲已经永远离他而去。

拎着行李箱的身影，是张惟真儿时

对父亲最深的印象。那时 ，监控摄像头

还不普及，许多外地公安局碰到毫无头

绪的疑案难案，都会打电话邀请张欣帮

忙画嫌疑人犯罪肖像。为了抓紧时间破

案，张欣常常会到全国各地出差。

在张惟真的印象中，父亲身上有老

一辈人不怕苦的精神，“他总觉得自己

辛苦一点没什么 ， 重要的是要尽快破

案，不能再让犯罪者逍遥法外。”虽然在

张惟真的童年时光里，张欣总是在他的

生活里缺席，但张惟真却无法否认父亲

对自己的重大影响。小小的他总记得每

次父亲谈起破案时眉飞色舞的样子，看

着激情澎湃的父亲，张惟真就此在心里

种下了一颗做刑警的种子。

他这一辈子就喜欢破案
和画画两件事

回忆起父亲的业余生活 ， 张惟真

说，他这一辈子就只喜欢破案和画画两

件事。

16岁参军入伍到了北京，张欣师从

名师学习国画，从此与画画结下了不解

之缘。1986年春天， 被调入上海铁路公

安处办公室后，张欣在机缘巧合之下画

出了生平第一张嫌犯模拟画像，并据此

抓获冒领价值1000多元彩色电视机的

嫌犯。自此，他的人生轨迹就伸向了一

个全新方向。

在刑队技术组的日子里，张欣的潜

力被最大限度地激发出来。靠着张欣惟

妙惟肖的嫌疑人肖像，越来越多重大案

件被一一侦破，而张欣的知名度也快速

飙升，找上门的案件越来越多。

随着案件的增多，张欣也开始遇到

了自己的瓶颈，有些案件的嫌疑人怎么

画都不像。但张欣身上有股 “钻劲 ”，绝

不服输。 茛 下转第二版

为了画好模拟画像，张欣自学了犯罪心理学、刑事侦查学等多门学科，并

综合运用于模拟画像及侦查破案中。张欣能够根据目击者口述嫌犯的特征、心

理表象，敏锐地从中发现线索并捕捉细节，为破案找到关键突破口。

图为张欣生前工作时的照片。 （采访对象供图）

从小到大， 我们严肃谈论死亡的时候很
少。每年清明节前后，死亡教育总会提及，但
是时至今日， 死亡教育仍然是很多家庭乃至
学校不会触及的话题。不少教育界学者认为，

死亡教育应该是每个人的“人生必修课”

缅英烈共砺国魂 悼先人铭记历史

又是一年清明时。全国

各地举行缅怀革命英烈主

题活动 ，祭奠英雄 、追思英

烈，唤起人们内心深处的家

国情怀。英雄志、忠骨魂。英

雄精神指引我们不忘初心、

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