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4 都市 2024年4月5日星期五
责任编辑沈清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致敬英雄
市民齐聚寄哀思

今年4月4日15时02分，我
们迎来清明。二十四节气中，只
有清明既是节气又是节日。天
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清明时
节，人们祭奠先人、寄托哀思，也
更加深切缅怀那些为民族独立
解放、国家繁荣富强作出牺牲和
奉献的英雄先烈们。

昨天，五星红旗高高飘扬，
纪念碑巍然耸立，上海的广大群
众自发前往各烈士纪念设施致
敬先烈，缅怀英雄。在主会场龙
华烈士陵园，来自上海铜川学校
的学生带来朗诵《我们不会忘
记》，少先队员齐唱《我们是共产
主义接班人》，向革命烈士敬队
礼。伴随深情的《献花曲》，礼兵
缓步走向无名烈士墓，向为中国
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
业英勇献身的烈士敬献花篮，全
体人员行三鞠躬礼。

桃花盛放，松柏环绕。龙华
烈士陵园里安息着1700多位革
命烈士。在庄严的乐声中，市民
代表郑重地向革命烈士献上鲜
花，并俯身用白毛巾轻拭墓碑，
用最朴素的方式传递对英烈的
敬仰与怀念之情。

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凯先以
微讲座形式分享了他的经历和
感悟，勉励广大青少年继承发扬
革命先烈的优良传统，为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来自上
海同济大学附属七一中学的青
少年讲解员吴道猷声情并茂地

讲述了少年英雄欧阳立安“为人
民而死，死而无怨”的感人事迹，
激励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性，自
觉担当重任，为祖国和人民贡献
青春，建立功勋。

多元体验
创新拓展清明节内涵
此次主题活动依托扫墓传

统，融入非遗技艺展示形式，游
客可体验版画、香囊、糖画等传
统技艺，亲手制作扭扭棒菊花、

手绘纸鸢等具有清明特色的手
工，在缅怀英烈的同时接触优秀
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亲身
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此次清明期间，龙华烈士陵
园还推出青少年国防营活动，并
面向大众放映京剧小戏《你的名
字》《曙光》《杜鹃花开》，在戏曲
演绎中传承龙华英烈精神。“龙
华魂”龙传人志愿者服务队将以
情景演绎形式，带领观众在沉浸
式参观中感受革命先辈的爱国

情怀。
据龙陵相关负责人介绍，近

期来参观祭扫的社会各界团体
络绎不绝。为迎接清明，龙陵一
号门前立起了全新主题绿雕，龙
华桃花簇拥着一封跨越时空的
来信，象征着今日之青年和英烈
间的传承对话。

除现场瞻仰外，各地网友还
通过云端献花、线上寄语等方
式，表达崇敬和追思之情。在龙
陵新媒体平台推出的“你若记

得，他便活着”活动中，吸引了众
多青年的参与，他们通过写信、
拍视频等多种形式，生动讲述英
烈故事，挖掘英烈精神的时代精
神和现实意义。

薪火相传
营造尊崇英烈的氛围
牢 记 先 烈 志 ，共 铸 中 华

魂。自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
护中心在龙陵揭牌以来，全市
英烈褒扬、纪念祭扫等工作进
一步向制度化、规范化、专业化
方向迈进，以龙陵为代表的全
市烈士纪念设施充分发挥褒扬
英烈、教育后人的红色资源作
用，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教育
活动，传承和弘扬英雄烈士精
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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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华烈士陵园相关负责人
表示：“缅怀是为了更好地前
行。我们会进一步用好红色资
源，创新活动和传播形式，让清
明祭扫成为传承英烈精神的重
要载体，让龙华英烈事迹化作共
同记忆和不竭动力。”

崇尚英雄才会产生英雄，争
做英雄才能英雄辈出。记者获
悉，全市烈士纪念设施将继续深
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崇尚英雄、缅怀英烈的重要论
述，守住红色阵地，传承红色基
因，营造崇尚英烈、缅怀英烈、学
习英烈的浓厚氛围，号召市民铭
记英烈遗愿，继承伟大理想，汲
取奋进力量。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通讯员 李蔚怡 孙芯芸

本报讯 有一种老师，人们
既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看不到
他们的面容，但他们无声地推动
了医学的进步。他们就是用于
医学教育和研究的遗体——“大
体老师”。

昨日是清明节，一起跟随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师生们追
忆缅怀“大体老师”。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
没有捐献就没有解剖
复旦大学人体科学馆馆长、

基础医学院解剖与组织胚胎学系
教授周国民回忆自己大学时的解
剖课：“那时还没有‘大体老师’这
个说法，就称作遗体，大概一个班
几十人才能用一两具遗体。”

“没有解剖就没有医学，没
有捐献就没有解剖。”系主任李
文生老师如是说。复旦大学遗

体捐献接受站成立40余年来，见
证了无数亲属送别遗体捐献者
的最后一程。

经过社会各界的不断努力，
遗体捐献规模逐渐扩大，目前复
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的《局部解剖
学》课程中，8~10名学生即可共
同向一位“大体老师”学习，“虽
然现在有许多医学软件和解剖
学图谱可以补充课本知识，但

‘大体老师’仍是医学生们最好
的老师。”李文生老师介绍道。

而“大体老师”的最终归宿，
除了小部分由家属带回安葬，大
部分火化后将集体安葬于上海
福寿园，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上
刻下名字，与青山绿水、日月星
辰一同安眠。

看到遗体捐献志愿书
大家都流泪了

人体科学馆里有一面挂满
遗体捐献志愿书的墙，“这些志
愿书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期为医学事业捐献的大体老师所
写，字字句句催人泪下。不过有
时我也颇感遗憾，因为难以将我
们的感恩传达给所有遗体捐献者
的家属。”周国民老师对这里许多
捐献者的故事都如数家珍，其中，
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位年仅36
岁的遗体捐献者吴复生。

1983年，作为中科院即将毕
业的研究生，吴复生应当前途无
量，他英年早逝、遗体捐献的背
后有怎样的故事呢？

吴复生曾是知青，恢复高考
后，他靠自己的勤奋和智慧，第
一批就考上了安徽的大学。读
了两年大学后，吴复生又参加了
研究生考试，因优异成绩被上海
中科院生物化学研究所破格录
取。非常不幸的是，就在他即将
进行毕业答辩之际，被确诊患了
白血病。在弥留之际，他回忆过
往种种，遗憾自己学习多年，却
未能走上工作岗位来回报社会，
因此决定捐献遗体。经周老师

联系，2019年末，吴复生的家人
们来到了上海遗体捐献者纪念
园和人体科学馆，“看到吴复生
的照片和遗体捐献志愿书，大家
都流泪了。”

一堂生动而肃穆
的“大思政课”

每一名复旦大学上海医学
院学子的第一堂局部解剖课，都
是一堂生动而肃穆的“大思政
课”——在拉开遗体袋之前，全
体师生都要起立鞠躬，默哀致
意，在为“大体老师”献上一枝枝
花后，方可开始课程教学，几十
年来，皆是如此。

每年清明，解剖学系都会组
织学生开展专门活动，或去上海
青浦福寿园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拜谒，或在课前开展感恩仪式，
或至人体科学馆参观，了解标本
背后的故事。

来自师生的诸多感恩致意
中，最特别的要数《致大体老师

的一封信》。自2016年起，所有
修读解剖学系列课程的学生都
会在结课前完成这份手写信，形
式不拘，情真为贵，都被李文生
老师仔细收录起来，并编纂成十
几本《感恩·奉献》集，保存着数
千名医学生对大体老师们的无
限缅怀与敬意。

每一本文集都有几百页的
体量，都是对“大体老师”的真诚
致敬：“虽然与您不曾相识，但您
的无私奉献给予了我们学习的
机会，我们无法感同身受您生前
的病苦，但绝不辜负您身后的选
择，谢谢您，我的老师！”“您的教
诲虽然是无声的，却是生动的。
您用您宝贵的身躯告诉我们行
医之德，行医之责。”

来自逝者和生者的心意都
被仔细珍藏，逝者的心迹以遗体
捐献志愿书为证，经光阴洗濯而
不老，随医学进步而长青。值此
清明，慎终追远，在生命的尾端，
照见生命的来路。

上海76处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展开清明祭英烈

我们永远铭记 他们永远年轻
四月追风，慎终追远。“感谢你们披荆斩棘为我们带来的幸福生活！”“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您！”龙华烈士陵园的留言树

上，挂满了游客对先烈的敬意与怀念。
昨天，由上海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共青团上海市委员会、上海市青年联合会指导，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龙华烈士纪念馆、

上海市烈士纪念设施保护中心）、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上海市青年联合会秘书处主办的铸魂·2024·清明祭英烈——“我
们来看望您”主题祭扫活动在上海76处烈士纪念设施共同举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少先队员轻拭墓碑，传递对英烈的敬仰与怀念之情。 受访者供图

医学院师生清明节致敬“大体老师”

“无法感受您生前病苦，绝不辜负您身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