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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日活动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5月27日
是上海解放70周年的纪念日。发掘红
色资源多方优势联动，探索思政教学
跨界构筑平台，一个融红色文化学术
研究、思政实践、宣教陈列、文物征集、
文创研发为一体的上海红色文化研究
院宣告成立。

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由中共上
海市黄浦区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市
教卫工作党委和上海大学共同发起
成立。这是全国首家由地方党委、党
史研究部门、教育主管部门、高等院
校四方携手联创的红色文化研究院，
将成为立足上海、面向全国传播红色
文化的重要窗口。

成立后的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
在“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开天辟地―
―党的诞生地宣传发掘工程”框架
下，全力整合上海革命历史资源，充
分盘活全国的红色文化资源，努力寻
找遗留在外的档案资料。上海红色
文化研究院既是上海的智库又是传
播红色文化的平台，充分体现其理论
学术研究、创新思政教学、宣传陈列
展示、文物征集保护、红色文创研发
等五大功能。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上
海红色文化研究院的成立，将红色文
化根植于城市血脉，溶化在市民心
中，倾力打造上海红色文化与思政教
育改革创新的品牌，用优异成绩向建
党100周年献礼。

当日，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与上海红色文化研究院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未来，将携手推进红色文化
研究和思政教学。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瞻仰丰碑人物，聆听建
党故事，庄严祭扫先辈、手抄先烈誓
言、观影红色电影、初心党课洗礼
……在上海解放70周年的这一天，
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明办、
市民政局等指导的一场别开生面的

“红色丰碑”移动人文情景党课在上
海福寿园红色教育基地正式开讲。
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殡葬服务单位
的党员和工作人员观摩了这一特殊
的党课。

当天，“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地”
同时授牌，来自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的多名同学作为首批志愿
者，为参与者讲解瞻仰线路上十余名
红色人物生平故事。让人沉浸在新
中国70年的时代记忆里。

这场特殊的移动党课形成了三
个教学场景，囊括了七大教学内容，
分别是：一条可歌可泣的“红色丰碑”
瞻仰线路；一次重温初心的党员宣
誓；一场庄严肃穆的祭扫仪式；一场
穿越历史的光影体验；一堂“不忘初

心 忠诚信仰 永远奋斗”的主题党
课；一次英雄壮歌的手抄诵读活动；
一份忆苦思甜的健康粗粮餐。

没有一板一眼内容枯燥的学习
课件，党员们走出课堂，走入室外，在
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内一一沿
瞻仰线路寻访红色人物，瞿秋白、李立
三、秦邦宪、张闻天、张太雷、陈独秀、

闻一多、救国会七君子、范长江、陈望
道、陈毅……在先烈先辈纪念像前，
一幅幅生动的党史画卷铺陈展开，引
领着党员们重温革命故事和经典篇
章。随后，党员们又来到福寿园人文
纪念馆内紧握右拳重温誓词，观看红
色经典电影，亲手抄写诵读英烈书信，
仿佛回到那个壮志激荡的红色年代。

红色医疗文化展
感受新中国辉煌成就

本报讯 目前，在迎接建国70周
年之际，东方明珠塔下举办了一场情
节独特的图片展。在近百幅的展图
中，比较集中地展出了从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以来，几代领导人对中国医
疗卫生事业的关心的历程。

在展览中，人们在众多的图片
中，生动地看到了中国的医疗卫生
事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光辉历
史，更深切地感受到党和政府对人
民群众身体健康的细致关怀。也进
一步坚信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
中国”，没有共产党也没有中国城
乡今天的医疗卫生事业的辉煌成
果。

据了解，在这场红色医疗文化鲜
明的展览出展时，敬爱的周恩来总理
的侄女，全国政协委员周秉德女士也
来到现场观展。当她看到一幅幅形
象生动的图片时，感慨万千。她认
为：如今的中国城乡医疗卫生事业蓬
勃发展，这与几代国家领导人的亲切
关怀，悉心指导，分不开的。尤其是
党的十八大后，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
更是突飞猛进，跟上了先进发达国家
的水平。身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
幸福和自豪。据悉，周秉德女士还为
此次图片展题词。称赞展览有新意，
视觉独特。

在展览现场，青年口腔专家黄璐
表示，这个展览视角独特，情趣鲜明，
确实是生动地反映了领袖们一切为
了人民健康的思想，也为我们年轻一
代的医务工作者，在以后的实践中，
更好地贯彻落实领袖们的精神，作出
新的努力。

近百学员参与红色丰碑人文情景党课

沿瞻仰线路寻访红色人物

上海红色文化
研究院宣告成立

近百名来自全国各地殡葬服务单位的党员和工作人员观摩了这一特殊
的党课。 受访者供图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后，
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迅速派专员接
管各区，5月30日接管徐家汇区区公
所。徐家汇区变身徐汇区，名称延续
至今，历史的记忆也从未中断。

这些记忆也正是档案方志人工
作的动力。昨天下午，在徐汇老房子
艺术中心，一场徐汇档案方志人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上海
解放70周年的活动隆重举行，同时，

“见证：砥砺前行的步伐”徐汇档案文
献展正式对外展出，受到了众多市民
的关注。

档案馆工作人员告诉青年报记
者，1949年3月秦鸿钧与其夫人韩慧
如被捕入狱，秦鸿钧被迫害后，韩慧
如被地下党组织解救出狱，“解放后，
韩慧如女士一直在我们徐汇区第一
中心小学担任校长，并通过写革命回
忆录等方式将秦鸿钧烈士的革命精
神发扬光大。后来，韩慧如将其整理
的回忆录以及秦鸿钧的相关照片捐

赠给我馆，回忆录出版后名为《真正
的共产党人》。”

“像1953年《选举法》颁布后，人
大代表是怎么选举的？档案捐赠者
蔡祖愉就给我们捐赠了当年第一次
人大选举的选民证。”工作人员透露，
昨天的活动中，还举行了热心市民的
捐赠仪式，像舒国兴先生捐赠的是其
父舒松棠收藏的新中国成立后徐汇
区第一、第二、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的会议通知和签到卡等，都是对徐汇
档案馆馆藏的有益补充。一份份基
层的档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解放初
期人民政权建立、迅速恢复社会秩序
的过程。

解放后，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而人民的生活，也同样如
此。只有对比着看，才让人特别有
感触。昨天的捐赠仪式，创作了《三
毛流浪记》的漫画家张乐平之子张
慰军先生也特意赶来捐赠了一册他
整理的家庭档案，内容是他所收集

的父亲张乐平的日常工作、生活的
部分照片资料和作品复制件，非常
具有纪念价值。这位著名漫画家自
己的日常在解放前后进行对照，也
让人感慨万分。

当然，同样让人感慨的是千千万
万普通市民的生活印迹。1977年，
中断了10年的高考恢复，“当时徐汇
区也有许多中青年职工重又拿起书
本加入求学大军，这是1977年徐汇
区运输公司职工报考大学的名单，而
这本毕业文凭的主人便参加了77年
的第一届高考，并被交通大学录取。”
南模中学提供的1979级全国高校统
一招生的数理化试卷，似乎再现了众
多学子埋头奋笔疾书、力图改变人生
的场景。

这些档案，和居民提供展出的票
证和生活支出账本一起，汇聚成了生
活的洪流，簇拥着历史向前。“现在大
家看起来，都格外真切、生动。”档案
馆工作人员说。

档案方志人砥砺前行让我们重温

解放前后那段岁月燃情

重温

1949年5月7日晚，12
位同志在浦东戚家庙附近
被秘密杀害，其中包括在今
建国西路384弄10号小楼
里建立秘密电台的李白和
在今瑞金二路建立秘密电
台的秦鸿钧。这是上海黎
明前最后的黑暗，两位烈士
没能见到20天后的上海解
放。27日，他们为之奋斗
的事业迎来了彻底的胜
利。但后人并未忘记他们，
比如秦鸿钧的相关照片，就
保存在了徐汇区档案馆。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昨天下午，在徐汇老房子艺术中心，一场徐汇档案方志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上海解放70周年的活动隆重举行。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