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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思英烈，凝聚血脉中最强大的红色基因
作为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复旦大学烈士纪念雕塑和纪念广场落成

“70 年前的今天， 作为复旦校友的父

亲牺牲在战场上， 生前他留给母亲的最后一

句话是 ‘相信党组织 ， 一切听组织安排 ’。

父亲的一生是为祖国， 为人民奉献的一生。”

昨天， 在新建成的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烈士纪

念广场上 ， 抗美援朝烈士俞恩炘之子 、 86

岁的俞之城在烈士纪念雕塑前， 为父亲献上

了一束黄白色的菊花。

和他一起参加追思仪式的， 还有其他烈

士家属代表、 复旦大学师生代表。 复旦大学

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 缅怀革命先

烈， 传承红色基因， 清明节之际， 复旦大学

举行 “缅怀英烈守初心 明理增信担使命 ”

———烈士纪念雕塑和纪念广场落成暨清明追

思英烈活动， 给青年学子上了一堂生动的现

场党史思政课。 这也是复旦大学迎接建党百

年、 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活动之一。

一堂生动的现场党史思政课

走进相辉堂东侧的烈士纪念广场， 只见

雕塑左侧花岗石上， 以阴刻形式镌刻的 52

位复旦英烈的姓名熠熠生辉； 右侧花岗石勾

勒红岩烈士学生时代的形象； 中间金属造型

部分高耸傲立， 传递着复旦英烈的坚韧， 象

征着不屈的民族脊梁。 “今天站在雕像前，

我一眼就认出了我的父亲。” 看到父亲的雕

像， 两鬓斑白的俞之城难掩激动之情。

俞之城的父亲俞恩炘 1933 年毕业于复

旦大学土木工程系， 1949 年 5 月参加革命。

那时， 东北解放区全面开始建设工作， 俞恩

炘毅然决定带全家离开上海 ， 远赴东北 。

“父亲坚定地告诉母亲， 在求学时曾立志为

大众服务……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给公路事

业， 为东北建设服务。” 俞之城说， 后来在

抗美援朝中， 父亲负责配合前线部队抢修公

路 ， 支援前线军需物资运输等任务 。 直到

1951 年 3 月， 俞恩炘因伤寒接受治疗 ， 不

料此时敌军突然来犯， 紧急关头， 俞恩炘拒绝

医护人员的搀扶， 大喊： “不要管我， 快救其

他病人！” 最终， 在敌机轰炸中， 他不幸牺牲。

不止俞恩炘烈士， 在历经两年零 9 个月的

抗美援朝战争中， 还有诸多复旦学子的身影，

胡其芬、 费巩、 王朴……在芳华之年， 他们或

捐躯沙场， 或死于反动派牢狱， 或为拯救同胞

而牺牲。

“岁月流逝， 初心未改……有一种精神永

远不会失落： 忠诚、 崇高和无私； 有一种烙印

永远不会斑驳： 初心、 使命和信仰。 今天等待

我们的 ,是一个每个人都要为之努力奋斗、 为

之倾洒才智的中国梦！” 在烈士雕塑下， 任重

书院导师、 哲学学院教授郑召利， 华山医院神

经外科主任医师、 教授、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集

体成员张义， 以及 “星火” 党员志愿服务队队

员、 马克思主义学院本科生班 “望道班” 学生

等学生代表 ， 深情朗诵由复旦学子原创的诗

歌 。 据悉 ， 该诗歌在创作中糅合了烈士的家

书、 诗词， 寄托着当代复旦人对学长先辈们最

诚挚的献礼。

点亮师生理想灯塔，打造生动
红色育人载体

“116年复旦校史，也是始终与国家同向同行

的光荣历程。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介绍，据不

完全统计，复旦师生和校友中，登记在册的烈士有

52位，其中重庆红岩革命烈士就有 10位，复旦大

学是全国红岩烈士最多的高校。

讲好英烈故事，点亮师生理想灯塔。在校方

看来，这些英烈是中华民族最闪亮的精神坐标，

他们的事迹凝聚成复旦血脉中最强大的红色基

因， 复旦丰富的红色资源是立德树人最生动的

教材，必须抓住建党百年的历史契机，结合正在

开展的党史主题学习教育， 打造更为生动的红

色教育载体。

为深入挖掘、 整理并展示复旦大学革命烈

士资源， 复旦大学决定在邯郸校区内设立地标

性红色文化景观 “烈士纪念雕塑及纪念广场”。

该项目 2019 年正式启动， 经校内外专家论证，

雕塑最终选址于相辉堂东侧、寒冰馆北侧广场。

雕塑后方的烈士纪念广场以草坪为主体， 定位

为校内一处新的重要红色景观。

■本报记者 吴金娇

复旦大?举行烈士纪念雕塑和纪念广场落成暨清明追思英烈活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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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敬英雄！致敬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顾一琼

“我是共产党员， 就是筋骨变成

灰，也还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我

为共产主义、为人民而死，死而无怨！”

九十多年前， 一位年仅17岁的共

产党员，被反动军警逮捕，面对酷刑逼

供，他严守党的机密，视死如归，就这

样慷慨赴义。

百年来，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如此

坚定有力的呐喊从未停歇，这也是中国

革命历史上无数仁人志士、英雄先烈的

肺腑之言。

牢记入党誓词中那句郑重的誓言：

“我志愿”，他们笃信真理、坚定信仰，不

惜抛头颅洒热血，用宝贵的生命作答。

清明追思，家国永念。我们从未忘记。

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 而英雄

则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

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他们

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他们的事迹和精

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

我们很难知道，牺牲前的那一刻，英雄

先烈们，究竟会想些什么？是在思念故土、

母亲、手足，还是在回想自己走过的道路。

他们是否会知道，90多年后的今天，他

们奉献赤诚、甘洒鲜血的这片土地，已经真

正由人民当家作主，日益富裕、自信、强大。

但我们可以确信的是：自从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的那一刻起，他们就找到了值得

托付、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找到了如何

让生命发出更大光和热的路径。 他们一

定相信，终有一天，中国共产党会带领人

民，翻天覆地，改天换地，创造人间奇迹。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

今天我们祭奠缅怀英烈， 就是要?

习英雄，铭记英雄，传承民族气节，崇尚

英雄精神，自觉提升境界、涵养气概、激

励担当。

今天我们祭奠缅怀英烈， 也是为了

传承红色基因，进一步发扬革命精神，让

英烈们挥洒的满腔热血温暖、感动、激励

更多人，拼搏在当下，奋斗在当下，奋进

在新征程。

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

雄辈出的民族， 和平年代同样需要英雄

情怀。

英雄先烈的披荆斩棘， 换来了我们

的幸福。 但要把握好幸福， 还要靠一代

又一代接续奋斗。 不畏艰难险阻， 无惧

疾风骤雨， 担好时代使命， 在每一个当

下， 把好人生之舵， 划好奋斗之楫， 把

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之

中，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不懈努力。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 中国的未

来，拜托了！”英雄先烈们穿越时空的呼

唤，我们听到了！ 今年，是伟大的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 ?年。百年大党，还是从前

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初心从未改变，

依旧风华正茂， 始终团结带领着亿万人

民，不断乘风破浪，迈向辉煌。

今天，我们站在了距离梦想最近的地

方，让我们缅怀英烈、心怀勇毅 、肩担使

命，在新征程上不断前进，前进！ 进！

80 岁的女儿以红色家书与父亲“对话”
追忆抗日英雄顾振烈士峥嵘岁月动人故事

“枕戈，执戈，牺牲了小我的幸福，

去保卫大我……”昨天，抗日英雄顾振

烈士未曾谋面的女儿、80岁老人顾慧

娜在 “庆祝建党百年 致敬闵行英烈”

活动现场， 诵读了一封父亲当年写给

母亲的“红色家书”，参加活动的市民

听闻无不动容。

“昨天您用生命铸就丰碑、今天我

们用鲜花向您致敬。”上海，正积极引

导社会各界铭记革命历史 ， 营造缅

怀 、崇尚 、学习烈士的浓厚氛围 。 清

明节来临之际 ，

上海各界以各种

形式深切缅怀革

命先烈。

顾慧娜老人

说，这些年在整理父母遗物时，哪怕发现

一张学生会会费发票、一张便签，也会让

她欣喜万分。 因为那是父亲留下的 “物

证”，让她看到了一个有血有肉、有民族

大义的父亲：“他用自己的一生教育我，

要做一个真正的、有脊梁的中国人，要成

为一个有崇高精神追求的人， 要做一个

尽己所能为国家和人民服务的人。”

她与父亲的这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不仅重现了峥嵘岁月中的动人故事，也将

守护了一辈子的红色家史展现在世人面

前。“我的父亲和他的两个兄弟都先后投

身革命事业， 我的心愿就是用?生找寻、

发掘父亲和革命烈士留下的点滴痕迹，追

寻他们的步伐，将他们的故事讲给更多人

听，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顾振烈士的事迹， 被详细记载于新

书 《上海闵行英烈 》中 。据介绍 ，近百年

来， 有历史文献记载的出生或牺牲在今

闵行区境内的革命烈士， 以及目前安葬

在闵行区烈士陵园的英烈， 合计有288

人。然而，由于历史资料有限，又缺乏全

面深入地挖掘、 整理， 以致大家知之甚

少。为此，闵行区文史专家张乃清耗时数

年收集整理史料、采访烈士遗属、考证历

史细节，编辑出版《上海闵行英烈》，详细

记载了邹志淑、顾振、赵铎心、严同宇等

烈士的生平和革命事迹。

俞秀松，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

人，1920年曾在虹口厚生铁厂做工，由此

开启了研究和推动工人运动之路。然而，

关于俞秀松烈士的牺牲时间、地点，互联

网上不同的纪念平台有着不同的版本：

有的写1938年，有的写1939年；有的写在

莫斯科遇害，有的却写在乌鲁木齐牺牲。

究竟哪个版本更接近史实？

在筹备“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清明

“云祭扫”活动期间，虹口区融媒体工作

人员在为俞秀松烈士录入生平信息时，

就碰到了这个难题。 工作人员一边查阅

虹口地方志等文献， 一边联系上俞秀松

烈士的继子俞敏进行确认。

曾去过莫斯科11次的俞敏明确告知，

俞秀松烈士是1939年2月在莫斯科遇害

的———1991年10月29日，苏联驻沪领事馆

曾致信俞秀松烈士的夫人安志洁，对她多

次要求查询俞秀松情况的信函给予答复，

信中写道 “俞秀松是1939年2月21日牺牲

的”。有了这条“铁证”，工作人员才在俞秀

松烈士H5献花页面郑重写下这则信息。

“尊重革命烈士，就要严之又严、慎

之又慎地对待每一条信息， 以最大可能

真实记录每一位烈士的人生概况。”虹口

区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学史明理 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 学史力行
（上接第一版）

会议指出，要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部署要求， 增强推进新冠病毒疫

苗接种工作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

觉，周密组织实施，确保规范安全，

做好全过程、 各环节精细化管理。

加强科学引导， 加大科普宣传，为

疫苗接种工作扎实高效推进营造

良好氛围，促进新冠病毒传播风险

有效降低， 更好保障人民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切实

扛起责任，全力抓好中央依法治国办督

察反馈意见整改落实，推动全面依法治

市实现再提升、法治上海建设展现新气

象。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举一反

三、建章立制，切实解决突出问题，主动

回应群众关切。 要加强组织领导，做好

统筹协调，持续跟踪问效，确保各项整

改任务高质量按期完成。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祭奠缅怀英烈，我们激扬为祖国奋斗拼搏的力量
（上接第一版）作为全市党史学习教

育的重要活动载体，龙华烈士陵园正

按照市委要求，着力打造革命烈士纪

念地、初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

播地，进一步凸显红色文化标识度。

龙华墙两侧“留白”，
为更多英烈铸名

据介绍，经过功能拓展，整个园

区分为广场仪式区、英烈祭奠区、展

陈纪念区、 碑刻文化区、 遗址体验

区、舞台演绎区、主题拓展区、园林

景观区等8个区域。其中，遗址区与

就义地统称为龙华革命烈士纪念

地，是早期上海城市斗争中，无数革

命先烈洒热血、践初心的见证地。

龙华烈士陵园安葬着革命先烈

1700?人， 其中包括著名革命先驱

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等。

展陈的烈士共有275位，其中担任过

中共中央委员的有17位。而曾在此被

关押的革命志士数以千计。这里拥有

最为凸显的英烈群体。

英烈坑、龙华墙、就义树前，不

少市民纷纷驻足献花鞠躬， 向英烈

致哀。 而近6000平方米的纪念馆展

陈空间内， 市民们也仔细端详实物

原件或书信文件，感悟历史。

这里有件留有弹孔的羊毛背

心，其主人正是“左联五烈士”之一

的冯铿。1950年3月， 中央人民政府

内务部发函给上海市人民政府，要

求查找龙华二十四烈士遗骸， 即派

员往龙华调查。经查阅史料、寻访附

近居民，并根据老工友回忆指认，于

当年清明节， 发掘出完整的英烈忠

骨十八具和部分碎骨及遗物， 冯铿

的丈夫许峨正是通过这件背心帮助确

认了二十四烈士的身份。如今，烈士墓

区的墓碑前摆满了鲜花。

而龙华墙上镌刻的正是在此牺

牲的烈士英名。当年在龙华遇害的革

命者很多 ，经过历年查对 ，现查证出

77位烈士姓名，两侧的空白处还等待

今后继续考证。

“一个人只要有敬有
畏，就知道该怎么做”

昨天烈士的身躯倒在这片土地

上，他们的血肉化成沃土。今天英雄的

名字被深刻在石头上， 他们的精神铸

就山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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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在纸条上的模糊字迹，印证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变初心———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

接力棒和精气神，代代相传。

“英烈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是血肉

之躯， 只有更多地了解这些细节和生

动故事，才能知其对党对民深爱之切，

也才能化作自己的思想和精神力量。”

有瞻仰者这样留言。

为何烈士们选择真理从容就义？龙

华烈士纪念馆副馆长朱晓丽认为：“那就

是信仰的力量，信仰让人有敬有畏。一个

人只要有敬有畏，就知道该怎么做。”

当下， 龙华烈士陵园正不断加强

智慧博物馆建设， 目前已经有 27 件

国家一级文物实现三维网上观赏 ，

1400 多份烈士档案完成数字化采集，

供党员群众在线学党史， 进一步了解

上海深厚的红色文化积淀。

■本报记者 单颖文 周渊

■ 今天我们
祭奠缅怀英烈 ，也
是为了传承红色基
因， 进一步发扬革命
精神，让英烈们挥洒的满腔
热血温暖、感动、激励更多人，拼
搏在当下，奋斗在当下，奋进在新征程

 ?生在龙华烈士

陵园向革命先烈敬献

花篮。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