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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本报记者 周辰

■本报记者 宣晶

75年前的5月27日，党中央运筹帷

幄，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中共上海地下组

织和广大人民群众相互配合、共同斗争，

终于使上海完整地回到人民的怀抱。可

歌可泣的上海解放战役，究竟经历了怎

样的惊心动魄？曾经的浴血奋战之地如

今呈现何种面貌？

作为“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

化季市级重点项目，“光荣之城 人民城

市——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红色档案

文献展”昨天在上海市档案馆揭幕，选取

月浦—吴淞、高桥、虹桥、南京路、“一江

一河”等与上海解放和人民城市建设有

关的多组地标，通过挖掘与其相关的档

案文献、图片、实物和影像资料，回望解

放上海的壮阔历史，展示上海建设和发

展的光辉历程，展现上海落实人民城市

重要理念的生动实践。

本次展览由上海市档案局（馆）、中

共上海市市级机关工作委员会、中共上

海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主办，汇集多家

单位的200余件红色珍档。其中，《中共

地下党员黄秉乾在狱中写给父母的信》

《上海电信局福州路分会人民保安队队

员立功事迹材料》《国民党淞沪警备区

司令部关于提解周宝训、严庚初、焦伯

荣、郑显芝、吕飞巡、黄秉乾六人给蓬莱

警察分局的提票》等30多件档案为首

次公开。

烈士们的鲜血映红新上
海的朝霞

步入展厅，迎面是一份1949年4月

21日毛泽东和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

的命令》，正是这份进军令吹响了“打过

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作为

渡江战役的重要组成，上海解放战役从

1949年5月12日持续至5月27日，打了

整整16个昼夜，以外围阵地攻坚战最为

惨烈。整场战役牺牲解放军指战员近

8000名，过半在宝山一线牺牲。而这其

中，又以月浦最甚，近2000名指战员在

此牺牲。展柜中，第29军87师260团担

架连指导员张德惠的《进军日记》，以及

第29军85师师部的登记簿，皆记载了彼

时的伤亡情况，无声诉说着战况的惨烈。

上海战役有多难？根据现场陈列的

老照片，国民党守军在七宝、虹桥一带修

筑了大量防御工事。据《七宝镇志》记

载，仅七宝地区就修建了碉堡34座，可

俯视附近方圆十余里，易守难攻。

浦东地区是上海解放战役的另一个

主战场，以高桥争夺战最激烈、最艰苦。

“据说，参加上海战役的老战士们聚首叙

旧时，如果有谁说自己是‘从高桥方向过

来的’，往往会令众人刮目相看。”据上海

市档案馆利用服务部方华介绍，国民党军

在这一地区构筑了星罗棋布的永久性与

半永久性的堡垒群。每座碉堡周围，有蛛

网式的河沟、电网地雷阵、铁丝网等防御

工事七至十道。汤恩伯吹嘘为“比斯大林

格勒的防御布置还要坚固33%”。

在连日的阴雨、密布的水网和堡垒

面前，解放军用血肉之躯杀开一条血

路。这场激战中，我军共歼敌4000多

人，很多战士也永远地倒在了这片土地

之上。浦东高桥烈士陵园，1619名为解

放上海牺牲的战士，静静长眠于此。其

中，1360位是牺牲在高桥之战。

为了上海解放，许多英烈牺牲在隐

蔽战线上，他们的生命永远定格在离上

海解放只有几天、几十天的黎明之前。

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张困斋、

严庚初等12名同志在浦东戚家庙（今浦

东新区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处）被国

民党秘密杀害，烈士们用鲜血染红了新

上海的朝霞。如今，在烈士牺牲不远处，

先后建起了世纪公园、上海图书馆东馆、

上海博物馆东馆，正以高质量公共文化

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

和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

而当年的攻坚要地，在75年后也已

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如今

的月浦镇是经济重镇，吴淞口拥有亚洲

最大邮轮港，“千年古镇”七宝不断焕发

生机，虹桥借着进博会的东风成为连接

长三角、连接世界的新“虹桥”，中国（上

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在外高桥挂牌……

“一江一河”见证     
年的惊心动魄

“总前委决定，进入上海市区作战尽

可能不使用火炮和炸药。陈毅同志还提

出‘三个不打’，即‘看不见敌人不打、打

不中敌人不打、有人民群众不打’。”这是

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7军79师235

团3营7连指导员迟浩田撰写的回忆文

章中的一段话。为了将上海这座城市完

整还给人民，解放军“瓷器店里捉老鼠”，

只用轻武器进攻，付出了巨大牺牲。穿

城而过的“一江一河”，见证了1949年的

波澜壮阔。

以苏州河畔的上海邮政大楼为例，

这里332会议室的玻璃窗上至今留存着

一颗“不修复”的弹孔。1949年的5月25

日凌晨，苏州河以南地区已获解放，国民

党军队退至苏州河以北。上海邮政大楼

被国民党一个通信营约200人占领。为

了保护这栋历史建筑，对国民党官兵只

能开枪、不准开炮，这场战斗也因此异常

严酷，在敌军密集的枪林弹雨中，突击的

解放军战士一批批地倒在四川路桥上。

“苏州河的水全是红的。”参与战斗的徐

法全曾如是回忆。

黄浦江边的杨树浦发电厂、杨树浦

水厂是护厂运动的“主战场”，无数工人

和地下党组织与敌人开展了没有硝烟的

战争。1949年5月24日，“上海人民保安

队”总指挥部在海关大楼内设立。5月25

日，永安公司“绮云阁”之顶升起南京路

上第一面红旗。同一天，新新公司“凯旋

电台”发出了上海解放第一声。5月26日

凌晨，第三野战军进驻圣约翰大学交谊

室（今华东政法大学），建立起解放军在

沪第一个指挥中心，这里被称为“解放上

海第一宿营地”。5月27日，中国银行大

楼顶上，两幅长30米的大标语如瀑布泻

下，一幅是“庆祝大上海解放”，另一幅是

“欢迎中国人民解放军”……展厅内，一

个个城市地标既与上海解放战役进程密

切相关，也见证了

这座人民城市的建

设发展历程，彰显

着人与城互相成

就、城与人共融而

生。“今天的幸福来

之不易，我们应倍

感珍惜。”走出展

厅，不少观众感叹。

“光荣之城 人民城市——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红色档案文献展”揭幕

   件红色珍档呈现解放上海壮阔历史
温暖的旋律回荡在

捷豹上海交响音乐厅，

飞扬的音符犹如一颗颗

时间胶囊，既是记录当

下生活的札记，又是写

给未来的情书。昨天，

上海交响乐团在青年指

挥家张橹执棒下，奏响

交响组曲《我们的世界》

2024版。作为“光荣之

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

季展演节目之一，这场

耳目一新的主题音乐会

引领观众感受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念和

力量。

交响组曲《我们的世

界》分为“温暖中国”“速

度中国”“幸福中国”“未

来中国”四个篇章，由上

交委约80后作曲家黄凯

然、张巍、杨帆、郑阳联袂

打造，以年轻人的视角展

现艺术家认知中的当今

世界。近年来，上海交响

乐团积极搭建青年艺术

家集聚平台，委约创作了

一批优秀新作，仿佛清新

春风吹动着中国交响乐

探索前行的浪潮。上海交

响乐团团长周平认为，中

国新生代作曲家带来了

很多惊喜，凸显年轻一代

的活力与实力，“作为中

国交响乐的未来，他们值

得被听到、被记住。”

创作手法多
元新颖，上海舞台
需要闯劲

如何用音乐追溯过

往，勾勒未来，为时代画

像？《我们的世界》是当

代青年艺术家交出的一

份答卷。“上海舞台需要

这样的闯劲，需要对艺术创新的锐意

求索。”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

郑逸文表示，“一部新作深入人心，要

强调乐章独特的记忆点，激发观众更

大的情绪共鸣。”作曲家们勇于使用自

己所处时代的音乐语言，以多元的创

作手法、开阔的音乐视野，呈现出振奋

人心、充满活力的青春感。在充满变

化的节奏韵律中，观众能够清晰地听

到富有中国文化风格特点的音乐材

料，同时又吸纳融合更为广泛的风格

语言、技术类型和审美理念。

大提琴的乐音低沉而深邃，诉说

着百年艰辛、风雨征程。《我们的世界》

开篇，慢板的曲调散溢着温暖的气息，

仿佛打开了月光宝盒，让原本暗淡褪

色的老旧相册重又变得鲜亮。每一个

中国人的生活都在记录着时间的流逝

与时代的变迁，而无数时光汇聚成了

演进的、广袤的历史。大提琴首席黄

北星独奏情绪饱满，高

潮 处 甚 至 跺 响 了 地

板 ，浓 郁 的 深 情 倾 泻

而出……

记者了解到，参与

联合创作的四位80后

作曲家是合作多次的好

朋友，互相之间默契十

足，因此每个乐章在呈

现鲜明个性的同时，又

有着一定的关联点。比

如第二乐章轻快跳跃，

在旋律线条上增加色彩

感，拓展发散性的结构，

展现中国速度蹄疾步

稳；第三乐章抒情飘逸，

富有生命感的女中音与

弦乐互相唱和，呈现繁

花般的绚烂芬芳；第四

乐章“未来中国”则是包

罗万象的狂想曲。“我们

用年轻人的情感肌理展

现所处的当下，想象未

来的世界。”杨帆表示，

虽然乐曲内容不同，但

扩展到大框架下，情感

基底是一致的。“我们

在调性、强收还是弱收、

风格走向等技术问题上

进行了许多交流。大家

语境相通，很容易形成

共识。”

从融合到“融
化”，好作品始终
“在路上”

《我们的世界》首演

于2022年，并在去年压

轴亮相“全国优秀交响

乐作品展演”。此后，作

曲家们仍不断打磨，昨

天在“光荣之城”主题音

乐会中带来了最新呈

现。音乐会结束后，作

曲家、乐团指挥与专家

们围坐恳谈，各抒己见，

为这部新作出谋划策。

时隔数月，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叶

国辉再一次听到《我们的世界》，有不

少惊喜的发现。“新版本在结构、配器、

乐队衔接等方面都有调整，使得音乐

越发精彩。”他强调，“音乐是用声音与

听众的一种互动，交响乐是不需要翻

译的语言。一部作品真正打动听众，

需要深度激发美的共鸣。在这种情况

下，我们甚至可以忽略所谓学术上的

某种‘有感’。”

“《我们的世界》呈现了不同作曲

家的风格‘融合’，下一步或许可以立

足‘融化’的思考，让作品更趋成熟。”

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吴孝明认为，上交为青年作曲家提供

了自由创作的空间，激励着迈向“上海

交响、中国元素、世界表达”的未来探

索。“期待更多青年作曲家能在上海舞

台展示才能，同时也吸引更多观众走

进剧场，倾听时代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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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日前，市电动自行车
安全治理攻坚行动专班组织消防、公安、市场监

管、住建等部门及基层网格力量在全市范围内开

展电动自行车第一次集中夜查行动。

在浦东新区，检查组深入居民小区，重点对

住宅楼门厅、楼内通道、安全出口等区域是否违

规停放电动自行车，是否存在“飞线充电”等问题

进行检查。针对发现的电动自行车入户、“飞线

充电”等问题，当场责令整改，并对市民进行“点

对点”安全科普。

在普陀区，消防、公安、房管、市监等部门组

成的联合检查组发现，多处住宅小区地下非机动

车停车库存在常闭式防火门损坏或未保持常闭

状态等隐患，立即督促物业单位维修或更换损坏

的防火门。

夜查期间，检查组还重点关注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行为以及电动自行车擅自改装原厂

电气配件、拆改限速、外设蓄电池托架、改造蓄电

池槽盒、更换大容量蓄电池等违法违规行为，同

时注意执法和劝导相结合，对群众以劝导为主，

耐心劝导群众主动搬离违规停放在楼内的电动

自行车，通过手机播放电动自行车火灾爆炸事故

短视频讲清火灾风险和事故危害，讲清违规停放

充电引发事故要负的法律和赔偿责任。

为深入推进本市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全链条

整治行动，推动新修订《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管理

条例》宣贯实施，严格整治违规停放充电、非法改

装等突出问题，今年5月下旬至6月中旬，全市范

围内将集中组织开展四次电动自行车夜查行动。

市电动自行车安全治理攻坚行动专班日前

发布《关于全市开展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集中夜

查行动的公告》提醒，请各社会单位、物业服务企

业及广大市民群众认真自查自改违法违规行为，

主动消除电动自行车安全隐患，积极配合夜查行

动。对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飞线充电”以及

携带车辆电动自行车或其蓄电池进入电梯轿厢

等行为屡劝不改、屡改屡犯的有关个人和非法改

装等问题，有关部门将依法从严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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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伊始，在奉贤区奉浦街道秋

月朗庭小区门口多了一排柜子，居民

用手机扫码，就可以把自家电动自行

车的电池放进柜子，换领一个充满电

的电池，既方便又快捷。此前，这种换

电柜在快递、外卖等行业使用已比较

普遍，推广至居民区是新鲜事。奉浦

街道率先试点，目前已在15个居民小

区门口安装了换电柜。

新修订的《上海市非机动车安全

管理条例》将于6月1日起施行。随着

非机动车安全管理权责进一步明晰，

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与消防、城管、市

场、网格等职能部门力量开展电动自

行车、代步车进楼入户充电专项排查

整治，探索“疏堵结合、充换互补”，着

力破解电动自行车充电难、停车难，保

障城市运行安全。今年以来，奉贤区

累计清零电动自行车消防隐患1311

处，查处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违规停

放等行政案件13起，有效压降了电动

自行车火灾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奉贤区电动自行

车实际使用量在60万辆左右，其中奉

浦街道居民的电动自行车保有量超

1.2万辆，此外还有过境或换乘等临时

停靠的电动自行车1万辆以上。

“属地派出所肯定是守牢安全底

线的第一道防线。”奉浦派出所所长唐

杰介绍，辖区内有48个居住区，常住人

口8.16万人，与此形成悬殊对比的，是派

出所只有40余名警力。

“刚开始，针对小区电动自行车入楼

入户问题，我们派出所发动群防群治力

量，增派警力、物业工作人员、街道平安

志愿者、楼组长等加强巡逻、宣传、告诫，

主动将楼道内乱停放的电动自行车推至

停车点，但收效不大。”秋月朗庭小区的

社区民警王依超表示。这些举措只能治

理电动自行车违停、违充等问题，但不能

从根源上解决居民“停车难、充电难”。

“小区建设时只设置了210个充电

停车位、700个无充电停车位，与小区内

1400辆电动自行车的实际使用量存在

巨大的‘供需矛盾’。”物业经理吴守林向

民警坦言遇到的瓶颈。

为此，奉浦派出所提请奉浦街道会

同应急管理、城管部门，召集居委会、物

业公司、小区业委会开展协商，逐步增加

地面停放点，小区先后完成了4处绿化

带改造硬化，并通过搭建临时雨棚的方

式，增设7处电动自行车临时停放点，增

加停车位200余个。随着停车位紧张的

问题得到缓解，秋月朗庭小区电动自行

车入楼入户乱象明显减少。

数年前，梯控设备的出现，一度被视

为防范电动自行车入户的“良药”。但视

频却很难发现更为轻巧隐蔽、一拎就走

的新国标三元锂电池，不少居民干脆将

电池抱回家充电。发现这一情况后，派

出所与奉浦街道等多家部门一起商讨研

究，牵头引入“共享换电”试点，在公共区

域，设置面向全体市民的“安全可靠、更

换便捷、占地面积小”的共享换电柜，作

为集中充电点的补充。

“充电柜的电力总成需要包覆金属

管材，达到防火功效；各电池仓灭火材料

应选用阻断锂电池燃烧特性的材料，以

达到快速灭火……”增设点位的过程中，

治安支队消防条线负责人周杰对建设单

位给出整改建议，不断增加换电柜和点

位的安全性。奉浦街道将逐步完成300

余处换电柜布点，基本覆盖街道现有非

机动车保有量。

奉贤分局还加大对涉及非机动车违

法行为的打击整治。经侦支队食药环知

大队会同市场监管部门对星火开发区一

自行车厂开展联合执法，查获伪劣电动

三轮车95辆、摩托车发动机、电机、轮

毂、电池、充电器等配件1000余件。

针对农村规模租赁房电动自行车

“飞线充电”“人车同屋”等突出隐患，公

安部门会同属地政府试点建设电动自

行车集中充电点，借助农宅屋檐下方等

空间，辟出室外集中充电区域，并配套

穿线保护、插座保护等设施，确保充电

安全。

截至目前，奉贤区已有344个居民

小区和村委会把“电动自行车不上楼入

户”“不得飞线充电”“严禁人车同屋”等

要求写入了社区防火安全公约。

奉贤区奉浦街道  个居民小区门口安装换电柜

手机扫码轻松换领“满格”电池 本报讯（记者张鹏）2024第21届上海教育博览会昨天

在上海展览中心开幕。本次展会的主题为“科学引领未来，

教育助力强国”。从昨天起至本周日为线下展，同期线上开

展并将持续至6月底。

当天，上海教育影响力电子地图“科学育人版”正式

发布。该电子地图包括“上海市学生（青少年）科创教育

基地地图”“上海科普教育体验基地站点地图”“全国中小

学科学教育实验区、实验校（上海地区）地图”“上海市科

技教育特色示范学校地图”“国家中小学人工智能教育基

地（上海地区）地图”，以方便市民查看本市校内外科学育

人资源。

此次活动由中共上海市教育卫生工作委员会、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指导，上海教育报刊总社主办。上海市副市长

解冬出席开幕式。

第  届上海教育博览会开幕

（上接第一版）准确把握旅游发展规律，深化研究旅游新趋

势新模式，加快推动文旅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培育商旅

文体展联动发展的新场景新业态，打造入境旅游第一站，

擦亮上海旅游新品牌，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努力推动上

海旅游高质量发展，着力走出具有上海特点的都市旅游

发展之路。

会议指出，要把做好党史学习教育工作作为砥砺初心

使命、激发干事创业精气神的重要举措，统筹做好红色文化

资源深度挖掘和保护利用工作，高质量推进“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打造伟大建党精神研究高地和红

色故事传播高地，更好教育引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传

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建设好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进一步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更大力度推进
首创性改革引领性开放

本报讯 （记者陆益峰）为营造
“光荣之城，崇敬英雄”的浓厚氛围，

在上海解放7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

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和文汇报

社昨天联合开启“致敬老兵、口述

历史——红色史料保护工程”。上海

解放战役参战老兵代表葛友来、施沛

祥，市拥军优属基金会有关负责同

志，各界崇敬志愿者代表等出席启动

仪式。

据 介 绍 ，“ 致 敬 老 兵 、口 述 历

史——红色史料保护工程”为期3年，

将摄制老兵口述历史微纪录片、组织

学生与老兵交流互动、开展红色史料保

护有关课题研究等，以创新形式用好用

活上海红色资源，讲好党的故事、革命故

事、英雄故事，让红色基因植根融入上海

市民心中。

启动仪式后，在宝山区淞南镇退役

军人服务站和宝钢有关单位领导以及家

属陪同下，原第三野战军华东军区警备

2团1营2连通讯员葛友来、原苏北军区

九分区八团团长警卫员施沛祥受邀走进

位于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崇敬之家的特别

直播间，深情回忆75年前参与上海解放战

役的感人故事，勉励年轻一代弘扬奋斗精

神，为上海这座光荣之城的发展贡献青春

力量。

“致敬老兵、口述历史——红色史料保护工程”启动

解放上海老战士走进崇敬之家直播间

展览通过档案文献、图片、实物和影像资料，回望解放上海的壮阔历史。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我们的

世界》2024版

在捷豹上海交

响音乐厅奏响。

（上海交
响乐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