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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说，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

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5周年华诞。这

75年，在中华文明浩瀚的“时间历史”中，注

定是一段壮丽的“历史时间”。

对于时间，习近平总书记有着深邃的

思考和深刻的自觉：以大时间观思考过去

现在未来，于长时间轴谋划治国理政，用辩

证法把握运用时间，将宝贵时间献给祖国

和人民……

时光无言，映照赤诚初心，绘就恢宏史诗。

（一）“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
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

北京中轴线，犹如一条历史之脊纵贯古今，

天安门广场正中，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矗立。

1949年9月30日，开国大典前一天，人

民英雄纪念碑奠基。2014年8月，十二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决定，将纪念

碑奠基日确定为人民共和国的烈士纪念日。

此后，每年这一天，习近平总书记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都会来到这里，怀着崇敬的心

情拾级而上，沿着基座缓步绕行，瞻仰人民

英雄纪念碑。

纪念碑基座上的浮雕，仿佛凝固的时间——

虎门销烟、金田起义、武昌起义、五四运

动、五卅运动、南昌起义、抗日游击战争、胜

利渡长江……

那些毅然奋起的呐喊，那些坚毅笃定的

目光，那些慨然前行的身躯，清晰刻画出一个

伟大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精神气质。

历史，并非直线匀速行进的时间过程。

在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日子

里，“仿佛时间的流逝，独与我们中国无关”。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近代以后，中

华民族被各种内忧外患耽误的时间太久了，

因此中国人民始终有着超乎寻常的紧迫感、

时代感。”

天地转，光阴迫。天翻地覆慨而慷。

30多年前，在《摆脱贫困》的《跋》中，习

近平同志这样写道：

“励精图治，发愤图强，以中国的繁荣昌

盛为己任，尽短时间使整个国家‘脱贫’，尽

短时间使中国立于发达国家之林，才是更为

紧迫、更为切实的思想和行动。”

“尽短时间”，“尽短时间”……从中，我们

不难读出一种追赶时间的“紧迫感、时代感”。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

考量——

2012年11月，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

习近平，带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复

兴之路》基本陈列。

驻足于时间的长卷，习近平总书记以“中国梦”点明近代以来

中国人民的奋斗主题。这一响亮的宣示，极大激发了人们创造历

史伟业的主动精神。

“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必须同时间赛

跑、同历史并进。”

江河之所以能冲开绝壁夺隘而出，是因其积聚了千里奔涌、

万壑归流的洪荒伟力。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动人力量——

2016年盛夏，贺兰山畔。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宁东能源化工

基地考察。员工们涌到高高的作业平台上，齐声向总书记问好。

热情洋溢，感人至深。

总书记触景生情，对大家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中华民

族积蓄的能量太久了，要爆发出来去实现伟大的中国梦”。

泱泱中华，历史何其悠久，文明何其博大。“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

样一种历史感……”

历史的厚度，决定了攀登的高度。

由此，我们更能深刻感受这一幕的深远意涵——

2024年金秋，秦岭脚下，高台门阙式的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

院气势恢宏。

博物院内，在国宝级青铜器何尊前，习近平总书记停下脚步，

沿着玻璃展柜缓缓环绕一周，久久注视。

何以中国？

三千多年前，“中国”镌刻于何尊内底；三千多年后，“中国”镌

刻在每一个华夏儿女的心底，成为我们的自信之基、力量之源。

（二）“我们对时间的理解，是以百年、千年为计”

“这就是时间感呐！”小兴安岭深处，久久仰望一棵擎天红

松，习近平总书记感叹道。 ▼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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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天，时间的度量，也是奋斗

的印记。

75年，27300多个日日夜夜，磨

砥刻厉，铢积寸累。

75年，无数个平凡又闪光的一

天，经由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砥

砺前行，铸就美好新篇。

75年，无数个平凡又闪光的一

天，标记着人们奋楫的热度，城市发

展的速度，也在这座人民城市中不断

漾开涟漪，绵延回响。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

年，本报即日起在“奋进强国路 阔步

新征程”栏目下开设“‘那一天’铸就美

好新篇”系列报道，在历史的宏阔视角

下，聚焦那些朴素的一天、具象的场

景、动人的故事，展现在党的领导下上

海广大人民群众奋勇前行的生动实

践，把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不断推向前进。

开栏的话

“这一定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一定是

一片繁花盛开的风景，一定是一曲气势磅礴

的交响——因为这是正青春的中国！”昨天上

午8时，一大广场国旗护卫队成员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走过中共一大会址和中共一大

纪念馆，来到太平湖畔的一大广场。伴随着

雄壮的国歌声响起，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

起，上海青年为新中国75周年华诞献上最真

挚的祝福。由团市委主办的“青春为中国式

现代化挺膺担当”上海市青少年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升国旗主题活动在此

举行。

“入场！”“齐步走！”“正步走！”“向国旗敬

礼！”一声声口令声音洪亮，站在护旗方队里

的95后刘志远是当天的口令员。他是护卫

队的首批队员，曾做过擎旗手、护旗手，在这

个特别日子担起升旗任务，刘志远感到骄傲：

“完成升旗任务的同时，我们也向来自全国各

地的游客展示着上海青年的精神风貌。”手中

紧握的是国旗，肩上扛着的是责任，心中燃烧

的是热爱。他说，将和队友们一起守护好党

的诞生地，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之孙曾滔特地来到现

场，向在场青年讲述爷爷的故事。印象中，爷

爷的生活简单朴素，当年家里收到国庆30周年

观礼邀请函时，他才知道五星红旗是爷爷设计

的。不是艺术家，也不从事美术设计，一名普

通职员缘何能设计出国旗图案？“爷爷想了很

久告诉我，是一种欢呼新中国的喜悦，一种热

切爱国的激情使然。”如今，每当看到五星红

旗，曾滔都会想起爷爷的话，只有国家强大了，

国旗才更加鲜艳。“有你们接过接力棒，一定能

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梦想，国旗的颜色

一定会更加鲜艳明亮。” ▼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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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去乘风行，这是正青春的中国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公映2天，

总票房破2亿元，领跑国庆档新片。作为

《志愿军》三部曲的第二部，该片聚焦抗美

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的存亡时刻——

铁原阻击战。电影极富冲击力和感染力

地再现了英雄铁军满腔忠勇守阵地、一

身热血不惧不退的精神与意志。

与影片首映几乎同步，名为“何为青

年 · 青年何畏”的国防教育专场主题放

映，接连走进武警北京总队机动某支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学、中国人

民解放军火箭军工程大学、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工程大学。随着这场特殊的青

春集结令凝聚起越来越多95后、00后，

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扬青年爱国强军

热情。

一名军校学子说得真挚：“影片让人

身临其境地回到先辈们用血肉筑就钢铁

长城的历史现场，作为新时代军人，我们

一定要在强国强军道路上阔步前行。”铭

记历史，砥砺报国情怀；锤炼强国强军之

技，担青春的使命、建立新的功勋——这

是青年一代对先烈、对人民英雄最真切而

深沉的敬意，又何尝不是《志愿军：存亡之

战》在此刻上映的心之所系、情之所归。

为了不可忘却的英雄

“铁原一定要守住！”“每个人要像钉

子一样，狠狠钉在自己的阵地上！”银幕

上，铁原战场炮火连天，志愿军将士英勇

奋战，发出振聋发聩的宣言。

铁原阻击战，这是一场鏖战12昼夜

的存亡之战。为掩护数十万志愿军转移

和休整，第63军临危受命，2.5万名将士

将自己狠狠地“钉”在阵地上，直至弹尽

粮绝、以血肉之躯抵挡住敌军陆空协同

的数次冲锋，最终彻底粉碎敌人企图摧

毁志愿军后方基地、消灭志愿军主力的

阴谋，为稳定朝鲜战场局势起到了至关

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沧桑巨变，换了人间。生于

和平年代的我们何以反复回眸70多年前

烽烟滚滚的往事？导演陈凯歌答：“为

了不遗忘。”用创作纪念这片辽阔土地

上“最可爱的人”，告慰那197653位抗

美援朝烈士，我们从未忘记。陈凯歌与

编剧张珂之间曾有段对话：“这是牺牲

了19万多烈士吗？”“不是的，这是一个

人牺牲了19万多次，他是中国人，他叫

志愿军。”

▼ 下转第二版

公映2天总票房破2亿元，以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激扬青年爱国强军热情

《志愿军：存亡之战》：铭记历史，重读青春使命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记者昨天从铁路上海站

及下辖各站点获悉，当日上海站迎来铁路国庆黄金

周运输客流最高峰，上海虹桥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创

历史新高。当日，上海站发送旅客65.5万人次。其

中，上海虹桥站预计发送旅客40.4万人次，单日旅客

发送量创历史新高。为尽力满足旅客出行需求，车

站增开安徽、江苏、浙江、河南、山东、江西等方向列

车63列。

为做好大客流运输保障，上海站在电梯、站

台、进出站通道等客流密集场所增派人手，加强现

场引导和安全提示。车站成立党员突击队，与大学

生志愿者一同为旅客提供问询解答、方位指引、重

点帮扶。候车室、商铺廊道等处悬挂国旗，站区电

子显示屏播放庆祝国庆标语，工作人员在“心尚”

服务工作室、服务台等处发放小国旗，营造出浓厚

的节日氛围。上海虹桥站“心尚”服务工作室外增

设“打卡点”，欢迎旅客来拍摄属于自己的国庆纪

念照。

虹桥站单日旅客发送量创新高

发送  . 万人次，上海站迎
铁路国庆黄金周客流最高峰

“做城市建设开发的，一辈子能遇上这
样一个项目是一种荣耀。”

2015年1月10日，朱亦锋清晰记得第
一次走进江西中路215号的那一天。

那时他刚接手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
综合改造项目，老市府大楼是该项目的核心
建筑。来之前，朱亦锋做足了功课，但真正

走进这座声名远扬的老建筑，依然觉得心潮
澎湃。

从建筑本身看，老市府大楼占据了一整
个以小马路纵横围合而成的街坊，这在寸土
寸金的外滩区域实属罕见；从历史出发，老市
府大楼见证了上海解放、新旧政权交接，也是
上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

也在这75年间，见证了这座人民城市
很多个“那一天”。

“充满爱和敬畏，才把项目
熬出来”

老市府大楼二楼正厅的大理石墙面上

镶有一座石碑，刻着上海解放一周年之际陈
毅市长的题词：“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建
设人民的新上海。”

不仅见证着党带领人民从解放上海到
建设上海的故事，老市府大楼本身也成为
人民城市建设与城市更新的标杆。2014

年，老市府大楼被纳入160街坊保护性综
合改造。参与项目的各方倾注心血，带着
荣誉感与使命感，耗时10年，从房屋征收、
产权归集、方案征集、老房修缮到完成工程
建设，焕然一新的老市府大楼于今年5月
正式亮相。

老市府大楼外立面采用花岗石，因而被
市民称作“石头房子”。朱亦锋回忆，当时团

队翻阅大量史料，多次实地勘验，保护性开
发已迫在眉睫。从彼时老楼状况看，有“三
重遗憾”需要修补弥合：一是，最初的设计稿
中，大楼呈现四面围合的状态，现实中却因
种种原因没能实现；二是，庭院内一座颇具
历史意义的礼堂毁于火灾，著名物理学家爱
因斯坦曾在这里用德语演讲相对论；三是，
街坊内有一些后来搭建的建筑体，产权较复
杂，甚至有42户居民住在不成套的房子里，
改善民生的诉求十分强烈。

也因此，老市府大楼项目的更新不仅要
重现风貌、重塑功能，变“古旧”为“经典”，更
要遵循“尊重历史和科学保护”的原则。老
建筑修缮工程耗时5年。 ▼ 下转第三版

  年前的今天老市府大楼升起上海第一面五星红旗，今年经过城市更新又注入新功能

人民城市从这里起步，更新焕新启新程

▲2024年焕新归来后的老市府大楼俯瞰图。本报记者 袁婧摄
 老市府大楼建成时。 （受访者供图） 制图：张继

青少年为新中国75周年华诞献上最真挚的祝福。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电影《志愿军：存亡之战》聚焦抗美援朝战争第五次战役中

的存亡时刻——铁原阻击战，图为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