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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  周年，我们这样庆祝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开展“光荣之城、崇敬英雄”系列活动

沿着龙华烈士陵园南北轴线，讲解员翁

怡带着孩子们径直走向北端，这里是庄严肃

穆的无名烈士墓。陵墓雄踞而立，坡间横卧

着一尊巍然的花岗岩纪念雕塑《无名烈

士》——271位牺牲于上海解放的无名英雄，

他们的忠骨与英魂在此长眠。

“为什么他的脸背对着我们呢？”一位孩

子向讲解员提问。

“当年，人民政府着手安置烈士遗骸时，发

现部分烈士胸前名牌字迹模糊或掉落无迹，脸

部也无法辨认，遂成为无名烈士。我们虽无法

知晓他们的名字，看不清他们的模样，但无名

烈士的精神长存人间。”翁怡缓缓阐释道。

小满时节，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一片苍

翠。飘扬的红领巾，成了翠绿丛中一抹鲜明

的亮色。

上海市闵行区黄浦一中心世博小学和七

宝实验小学的五年级的同学们，正在入口处

集结，整理着装。一步入陵园，原本有些吵闹

的孩子们，立马静了下来。

边走边看，边听边讲。在园中漫步，从烈

士纪念馆走到无名烈士墓，再到烈士纪念碑，

讲解员翁怡为同学们细细讲解先烈的故事。

“给孩子们讲烈士的故事，告诉他们现在的幸

福生活来之不易，让红色基因和红色血脉传

承下去。”

走进展厅“胜利的奋争”，翁怡把同学们

的目光引向一处雕塑。“7613。”在具体的数字

面前，因为战争生离死别的伤痛更为清晰。

“解放上海战役中，牺牲了7613名解放军指

战员，他们值得我们永远怀念。”

在烈士墓地，同学们三两结对，敬礼、默

哀，拿着洁白的毛巾，他们静默无言地擦拭

着墓碑上的灰尘，触摸墓碑上烈士的生平事

迹……岁月流逝，照片上的影像细节已经模

糊，但这些为国奉献者的样子深深刻进了他

们的心中。

为英烈墓擦拭墓碑、拔除杂草，孩子们用

真诚和热情一次次回望历史。

这是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开展的庆祝解放

上海75周年“重走上海解放之路，看75年浦

江两岸变迁”系列活动的其中一站。小手牵

大手，申城数千名少年用脚步丈量城市的厚

度，在行进中追寻历史遗迹、探寻历史脉络，

读懂一座光荣之城的精神密码。

五月的外滩，阳光和煦，清新明媚。看浦

江奔涌向前、千帆竞发的万千气象，孩子们用

激动和期待一次次望向浦江两岸。

“同学们看，75年前，这里曾是激烈的战

场。敌人凭据苏州河北岸的高楼大厦布置了

居高临下的密集火力网，我们的解放军不仅

要歼灭敌人，还要完整保全我们的城市，把人

民的生命财产损失降到最低。在这种情形

下，更大的伤亡在所难免。”曾是空军航空兵

某部飞行员的聂红青，给儿子和同学们讲起

解放军的故事，一下打开了话匣子。

不远处的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三块

巍峨雄伟的枪状塔体，追念着为挽救民族危

亡、实现人民解放而英勇献身的革命英烈。

丰碑无言，誓言有声。

“我们的幸福是他们带来的。”“他们很

伟大！”“我们一定不能忘记为革命成功抛头

颅、洒热血的前辈们。”你一言我一语，返

程路上，同学们和老师交流起自己这一天收

获的触动。

在上海七宝实验小学，1949年入伍的中

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陈美珍走进校园，拿起老

照片，为孩子们讲起铿锵玫瑰绽放蓝天的峥

嵘岁月。“没有上海的胜利解放，我都没有机

会为国家飞天任务献身。”起飞典礼上，飞机

腾空而起的一刻，现场的人群挥手致敬，欢呼

声震天动地，那是陈美珍心中珍藏的回响。

在上海交通大学，退役大学生士兵们共

同体验了一堂沉浸式校史情景剧《循声探秘 ·

声动交大》，戴上耳机走入75年前交大师生

积极参与“战上海”的光荣历史。解放战争时

期，交大地下党组织走向成熟，成为上海爱国

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为人民利益而光荣就

义是值得永远纪念的”，激励着更多交大学子

坚定与党同心、与国同行。

传承后代：3000学子重温75年前的解放之路

“生命于他们，本是一首长长的歌曲，

却戛然而止在黎明前；但那些滚烫的、迸

溅的音符，落在了大地上，一年年，回响

不息……”一曲令人心潮澎湃的英雄赞

歌，在聚光灯下缓缓拉开帷幕。

5月19日至21日，“五个一工程”优秀

作品奖剧目——杂技剧 《战上海》 作为

“光荣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红色舞台

作品展演剧目登陆上海文化广场。《战上

海》 以海派杂技讲述中国故事、致敬革命

先辈，再现那段英勇奋斗的峥嵘历史。

就在杂技剧 《战上海》 即将启动全国

巡演前，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联合上海

银行特别“包”下了3场演出，特邀优抚

对象代表、驻沪部队官兵及家属代表、崇

敬志愿者代表专场观摩。

一次次高空跳跃来传递炸药包与红

旗，饰演敌军将领的演员以集体造型的杂

技动作展开“困兽之斗”，360度全景旋转

的蹦床表演呈现上海电厂激烈一搏……台

下两千余名观众中不时传来雷鸣般的掌声。

许多年过去，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忘记

那些为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牺牲的英

烈，他们总是在我们的怀念中归来。

“真希望以后这样的剧目可以越来越

多！”军属杨女士带着孩子专程来看剧，震

撼的表演不仅让母女俩仿佛置身其中，更

让她们收获“满满的感动”。

“这段历史应该被更多人铭记。”上海

杂技团团长、上海市马戏学校校长梁弘钧

表示，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之际演出《战

上海》，不仅向退役军人、驻沪部队官兵及

其家属等群体传递敬意和关爱，也表达了

对新时期拥军优属工作的支持。

如何让红色文化在与时代的对话中获

得生命力？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红

色故事，让波澜壮阔的党史遇见精彩绝伦

的中华文化瑰宝，这种创新的文化供给方

式更接地气。

引领社会化拥军优属之潮，要让红色

精神在下一代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

英雄无悔，精神永续。“《战上海》是

一部既有创意又有诚意的艺术作品，用极

具技巧性的杂技艺术展现了惊心动魄的上

海解放战役。”上海银行党委副书记牛韧表

示，今后上海银行将联合市拥军优属基金

会持续支持和推出更多相关活动，为红色

文化传承贡献力量。

杂技剧：精彩演艺带入75年前战上海的难忘一幕
5月24日，美丽园大厦“崇敬之家”，

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正调试直播

间，一场以“崇敬”为名的庆祝解放上海

75周年的特别直播即将开启。

镜头外等候开播的“主播”，是两位参

加过解放上海战役的老兵。“解放上海，解

放上海……”轮椅上，95岁的葛友来老人

颤颤巍巍的声音不时重复道。

时年17岁的葛友来在家乡南通参加游

击队走上革命道路，后被编入第三野战军，

成为华东军区警备2团1营2连通讯员，跟

随部队参加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一路打进

上海。

老人的手臂上，枪林弹雨中子弹烧过的

伤，至今仍留有印迹。

历经残酷的战争和沧桑的岁月，如今他

平静地生活在宝山一隅，这片他曾和战友们

拼命激战的地方。“月浦，高桥，宝山……

月浦，高桥，宝山……”他总在念叨。

现场，崇敬志愿者为老兵献上鲜花。望

着怀里沾着露水殷红的花，老人的眼角又泛

起了泪光。“又想战友了。他在催我，明天

就要去宝山陵园看看。”老伴朱来娣安抚着

葛友来，向大家解释道。

75年来，葛友来经常想起牺牲的战

友。随着年龄增长，葛友来很多事情都已经

想不起来，但当年战友牺牲在惨烈战场的场

景，仿佛就在昨天。

“老爷子，保重身体！”

“突然具象化了，哪有什么岁月静好，

不过是有人替我们负重前行。”

“想我爷爷了，他也是名老兵。”

……

直播间里，涌进网友们的致敬与慨叹。

透过屏幕，年轻的人们看到在硝烟弥漫的岁

月里，老兵们无畏牺牲、英勇奋战的信念与

精神，至今仍给人以力量。

望向美丽园大厦窗外车流不息的延安西

路高架，到处都是高楼大厦，这或许是葛友

来心里的风光时刻。打进上海市区后，为不

打扰老百姓，他和战友们就在南京路上当街

和衣而眠，睡成一排。睡梦中，还紧握着

钢枪。

军民同心，无往不胜。1949年毛泽东

同志回答“用的是什么妙计”时说，打仗没

有什么妙计，人民的支持是最大的妙计。

“我们的部队装备很落后、环境很艰

苦，为什么最后我们能够取得胜利？全国人

民的支持支援是非常重要的。”也谈起为人

民赴汤蹈火又严守纪律的部队，93岁高龄

的老兵施沛祥曾是苏北军区九分区八团的一

名警卫员，身子骨还很硬朗，言语表达也还

流畅。“老百姓对我们这些进入敌后的解放

军就像对待自己的家人一样。”讲起跌宕起

伏的人生经历，施沛祥最难忘的是老百姓

打开自家门让战士们进入的场景。“小胖子

快进来”的低声呼喊，月黑风高的雨夜游

击作战，月浦攻坚的激战进攻……施沛祥

的讲述，将人们的思绪带回那个战火纷飞

的年代。

75年前的吴淞口。深夜茫茫江面上，

机枪子弹拖曳着火光，向小舢板迎面打

来。战士们拼尽全力往江对岸划去，横渡

长江向宝山地区月浦、杨行一带进军，登

陆吴淞。

岸边敌军钢筋水泥碉堡林立，构成了许

多子母堡群，并配以众多的防御障碍。“我

们一开始是一个连打一个碉堡，然而伤亡实

在太惨重，后面便改为一个排一个排来打，

母堡下面有四到五个子堡时，就由一个班一

个班来打。”忆起危机四伏、生死攸关的场

景，老人神情凝重起来。

仍是吴淞口。今年“五一”前，施沛祥

一家三代人在吴淞口国际邮轮港，热热闹闹

登上了大邮轮，向海的另一边浩荡驶去。这

位满头白发、和蔼可亲的老人，俨然成了邮

轮上的一道风景线。

站在邮轮甲板望向浩渺江景，施沛祥让

孩子为他和老伴拍张照片。

通江达海，这座城市不会忘记，新时代

奔赴新天地的远航巨轮从何处驶来；抚今追

昔，人民不会忘记，黎明破晓前牺牲的千千

万万革命烈士何以缔造功绩。

与时间赛跑，让血脉赓续。连日来，文

汇报派出多路融媒轻骑兵，与各区军休干部

一道赶赴老兵家中，马不停蹄用镜头记录下

那段光荣的历史，记录下伟大的战士、伟大

的人民。

老兵直播当天，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

会联合文汇报共同启动“致敬老兵、口述

历史——红色史料保护工程”，誓在中国人

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之际，献上一份厚重

的礼物。

“这些为国奉献一生的老战士，有的因

年事已高记忆模糊，很难表达清楚，有的身

患重病，卧床在家。还有的，已经住进了医

院无法再讲述往昔。我们一定要尽最大的努

力，抢救不能忘却的记忆。”参与其中的文

汇报青年记者不曾有丝毫懈怠，这是一场

“与时间赛跑”的接力。

口述实录：致敬老兵再现75年前的壮激故事

12日以来，乘着1号线到13号线地铁，

乘着浦西浦东5000多辆公交车，这段浓缩的

历史记忆在城市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脉络

中流动。

在刚过去的这个周末，这支30秒的公益

广告更是飞进了社区楼宇电梯百姓家，飞向

申城大街小巷。

崇敬之光，闪耀浦江。外滩华灯初上，市

民游客在和煦江风中，摄影留念外滩楼群天

际线与“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同框；上海北

外滩地标白玉兰广场，“光荣之城，崇敬英雄”

闪动在浦西第一高楼。

这抹红，永不褪色。借助更多社会力量

的支持，这支特别广告在申城“破圈”了。

规模之大不仅是在“广而告之”。凭借数

字化创新，上海探索构建崇敬志愿公益服务

新平台，社会各界崇敬涓涓细流正汇聚成磅

礴力量。

在新近公测的“崇敬之窗”小程序上，“重

走上海解放之路”活动首次上线，2000多个

活动名额早早预约完毕。几经协调扩容，

3000多位申城少年登上“崇敬号”邮轮，走进

这堂听起来能解渴、学起来引共鸣、想起来有

回味的行走课堂，辐射的则是3000多个家

庭。与此同时，更多崇敬志愿服务活动资源

正快马加鞭向平台汇聚。

这是上海探索社会化拥军优属工作的又

一次新尝试——

或是最新活动，点击报名即可即时参与，

行动就在一瞬间；或是每日打卡，用累计积分

换取回馈好礼；或是崇敬捐赠，线上自定义金

额捐赠，透明化流程中社会爱心涌流更触手

可及；或是荣誉勋章，为积极参与活动、积极

贡献的志愿者标上闪亮勋章，以志不凡奉献。

拥军优属的社会参与更凸显，网络动员

更广泛。这一全新线上平台正聚集起更为广

泛的社会力量，更便捷地连接社会各界与优

抚对象，共同传递社会的温暖与敬意。

“我们相信，在‘崇敬之窗’小程序中，每

个人都可以是帮助他人的英雄，每个人的参

与和努力都能够照亮他人的幸福生活。”市拥

军优属基金会有关负责人如是说道。

从看得见、记得住到走得进，红色文化正

焕发新的生命力。

不止于此。在黄浦，军旅书画家们走进

格致初级中学校园和学子们共同泼墨挥毫，

在翰墨书香中砥砺家国情；在静安，区退役军

人企业家联盟揭牌成立，助力退役军人共享

立业资源，共谋事业发展；在浦东，优抚对象

代表受邀观看谍战话剧《向延安》首演，感受

战火之中的革命与热血、青春与理想……

广添浓意：庆祝75周年社会拥军优属再展新篇

4月，上海银行成立烈士纪念设施守护

崇敬志愿服务队，在上海解放纪念馆前举行

授旗仪式。这支由上海银行青年员工为主体

的守护队，将履行起他们神圣的义务职责，

对由他们守护的烈士设施开展日常巡护、擦

拭清洁、敬献鲜花……

擦亮红色地标，让英雄成为一座城市最

耀眼的明星。

近年来，在市双拥办指导下，上海20

余支烈士纪念设施守护崇敬志愿服务队活跃

于无声之处，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教育活

动，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神，让到烈士纪

念设施缅怀先烈、学习党史、体验红色文化

成为申城新风尚。

更多有情怀、有责任感的社会力量，正

源源不断投身社会化拥军优属服务。

“一床难求”的上海礼孝护理院专门拿

出50张床位创设“优抚病区”，给予高龄退

役军人看病诊疗服务，护理院负责人郭文婷

这对“兵夫妻”的目标，是助力高境镇内的

退役军人们老有所“医”；

金山邮政局的职工崇敬志愿者，在守护

烈士纪念设施同时，把政府的各项拥军政

策、慰问物品、特殊关怀等及时送进优抚对

象家中，也将意见呼声反馈到政府部门，把

“人民邮政为人民”书写在“拥军优属暖心

路”上；

根据部分优抚对象家庭现实困难，市民

政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等多部门协商协

作、深入调研，动员行业内力量为上海市英

模人物和重点优抚对象“身后一件事”筹措

专项优待服务工作方案；

在这座光荣之城，一点点饱含温度的微

光，一项项关怀备至的实际举措，让深情暖

意流淌在广大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心间。

这一切，沉淀在上海城市血脉中，形成

了独特的文化基因和城市品格，滋养了一代

又一代人。英雄的名字，永远铭记；英雄的

精神，代代相传。

聚祭英烈：崇敬志愿者纪念75周年赓续血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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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6日的上海大学大礼堂，“星光”云集。

作为“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系列活动之一，由市

委宣传部、市双拥办指导，市拥军优属基金会、上

海大学等单位联合举办的上海解放75周年主题报

告会在此举行。

“当长夜星光唤醒黎明，当疮痍被繁华抚平，

我多想邀请你回到这里。这盛世，也应该属于你，

是你，英雄的少年不曾离去，你倒下的地方换了天

地……”《征途上最亮的星》渐息，早已入座完毕

的观众向入场嘉宾报以热切掌声。

目光灼灼。学生交响乐团一曲 《红旗颂》 响

起，似能看见风展红旗如画。

作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导创办并实际领导的第

一所正规大学，上海大学于1922年在上海闸北区

青云里成立。三十年前，1994年5月27日，新的上

海大学由四所学校合并组建而成。这座以上海为名

的高等学府，始终与上海这座光荣之城同呼吸、共

命运。

即便临近期末周，这场报告会并未湮没在繁

重的学业任务中：单是看参与报告会的八方嘉

宾、各界人士，年轻的学子们明白，这里可以倾

听历史的回响。

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国防大学政治

学院教授张云带来《一场关乎中国历史命运的重要

战役——庆祝上海战役胜利75周年》主题报告。

随着时间节点清晰明了的阐释，结合上海

战役前态势图和第一阶段经过图，听者仿佛身

临其境：1949年5月12日，我28军与29军占领

浏河、太仓、嘉定；5月13日，29军向月浦发

起进攻……

“单纯军事上占领城市是小胜，只有完整地把

上海交给人民才是大胜、全胜。第三野战军决定既

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城市打烂了，要争

取把上海基本完整地接管过来。”

上海战役取得了军政全胜。何以取胜？张云

看来，取胜之道在于高明的战略指导，在于有序

的战前准备，在于壮烈的城市攻坚，在于独特的

制胜典范。

“在率队出征的那个早上，父亲抱抱哥哥与母

亲话别边走边回头凝望，他骑马远去的背影深深刻

在年幼哥哥的脑海，这一别成永诀给全家留下切肤

之殇……”讲台上，这是英雄团长的儿子献给父亲

的“告白”。

父子仅仅相隔22天，擦肩而过。从未见过父

亲，是胡继军一辈子最大的遗憾。

在解放上海战役的过程当中，牺牲了7613名

烈士，其中职务最高的就是胡文杰烈士。他曾经担

任了人民解放军29军87师259团团长，当时他所

面对的是敌人主力军52军。在月浦攻坚战中，他

率部进行激烈的巷战，将敌人驱逐出镇。

5月15日，敌人集中了炮火进行猛烈反扑。胡

文杰在指挥所部署作战时，不幸被炮火所击中，身

中七块弹片、壮烈牺牲。

每当想念父亲的时候，胡继军都会将思念化成

文字，与父亲“对话”。父亲给母亲写的最后一封

家信里那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尽忠是光荣

的”，激励着胡继军一生继承革命军人赤胆忠心崇

高信仰。

上海解放纪念馆馆长孔祥俊；第三野战军10

兵团29军第87师师长张强生之子、原上海市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六师分会会长张晓宇；我党

地下工作者陈尔晋、王曼霞烈士之子陈冠宁。访谈

会上，三位亲历者的讲述，令人动容。

带着敬仰追寻而来，满怀理想斗志而去。走出

大礼堂，年轻的学子们奔向各自的忙碌，有一种力

量满怀激荡。在这座红色学府，在上海这片红色的

热土上，人们追思历史、踏寻先辈足迹，汲取砥砺

奋进的精神力量。

报告会：75年前全国解放的关键一战

杂技剧《战上海》演出现场。 本报见习记者 陶继贤摄

5月24日，参与解放上海战役的老兵葛友来与妻子走进文汇报直播间，讲述英雄故事。

本报记者 糜俊豪摄

新中国第一代女飞行员陈美珍奶奶正在给七宝实验小学的同学们讲述自己的故事。

本报见习记者 徐大伟摄

本版文字：舒天楚

上海市拥军优属志愿服务总队上海银行直属队在宝山烈士陵园成立。 本报见习记者 徐大伟摄

 一位

市民正在地

铁站观看庆

祝上海解放

75周 年 宣

传片。

本报实习生

朱子琪摄

 学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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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士墓碑。

本报见习记者

陶继贤摄

南京西路地铁站，不时有人驻足望向大屏中闪过的那张历

史照片：75年前的5月27日清晨，南京路上的上海市民打开家

门，发现人民解放军战士们和衣睡在马路上。

一份份详实的历史数据、一张张珍贵的历史影像在申城各

条地铁、公交电视屏上滚动播出；三路进攻围歼战略攻势图，

把我们再次带入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往来乘客在繁忙的交通

枢纽也能感受到红色文化滋养。这是一场硬核的“广而告之”。

上海大学礼堂内，党的地下工作者陈尔晋、王曼霞烈士深

入敌营十余载，黎明前倒在血泊中的故事让台下的大学生不自

觉放下了手机，听得入神。这是一场动情的“血脉流淌”。

在黄浦江畔，人们登上“崇敬”“双拥”号浦江游轮，追寻

红色文化、体验红色之旅，听海关大楼悠扬钟声里历史的回

响；在月浦攻坚战纪念碑、在宝山烈士陵园、在龙华烈士纪念

馆，各行各业的人们纷至沓来，走进一座座红色场馆，重温一

段浓缩的历史，向烈士献上一份敬意。这是一场红色地标串珠

成链的“思政课”。

为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在市委宣传部和上海市双拥办的

指导下，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开展了主题为“光荣之城 崇敬

英雄”的系列活动——穿过75年历史云烟，光荣之城以人民为

中心的铮铮情怀始终如一，人民对英雄的崇敬掷地有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