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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 10 时，中共一大
纪念馆特设庆祝上海解放75周
年专场讲解，展厅内已有许多观
众等待本次活动开始。随着讲
解员的声音响起，本次特别活动
正式拉开序幕。

本次特别活动全新推出了
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人民广
播电台和解放日报社自编自导
自演的原创微剧《祝上海解放》，
以真实事件改编，融合戏剧、音
乐等多种艺术形式，站在现代与
历史对话，情景再现那场千难万
险中的伟大胜利，以此纪念上海
解放75周年。

在微剧表演中，讲解员和志

愿者们生动呈现了烈士胡文杰
留下的最后一封家书、上海人民
广播电台发出了上海解放的第
一声、上海市民共同阅读《解放
日报》刊登的由毛泽东亲自修改
社论的《祝上海解放》。社论中
指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一幕幕感人至深的场景，一
句句质朴凝练的台词，引发了全
场观众的共鸣。活动现场还向
观众发放了影印版的1949年 5
月 31日《解放日报》第四号，带
大家再次重温了上海解放的浴
血荣光。

铮铮誓言，拳拳初心。情景
党课《永恒的誓言》以不同历史

时期共产党员的感人故事为载
体，展现了入党誓词的内容经过
多次改变，誓词的核心不曾更
改，共产党员的意志不曾动摇的
赤子之心。全场观众与主讲人
共同唱响《国际歌》，歌声嘹亮，
久久回响。

中共一大纪念馆介绍，未
来，将继续深挖红色资源，打造
文艺党课品牌，用沉浸式、互动
式微剧，带领观众感悟峥嵘岁
月，汲取奋进力量。让红色记忆
与新时代交响，激活“红色引
擎”，弘扬红色文化；让伟大建党
精神浸润城市，让红色基因深深
植根城市血脉、融入市民心中。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本报讯 昨日，在上海大剧
院大剧场，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
主题音乐会奏响，以文艺党课的
形式致敬“光荣之城”；此前一
天，地铁人民广场站中央展台，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特别演出
吸引了无数市民游客的脚步。

当天，上海爱乐乐团在上海
大剧院以大型音乐会的形式推
出一场全新编排的“红色情怀”
文艺党课，作为“光荣之城”2024
上海红色文化季之红色舞台作
品展演活动之一。

本场音乐会曲目涵盖了吕
其明、金复载、奚其明三位著名
作曲家的六部经典作品，包括吕
其明改编的钢琴与乐队《红旗
颂》、重新修订的管弦乐序曲《雷

雨》和弦乐小品《喜悦》，金复载
的《喜马拉雅随想曲》、二胡协奏
曲《春江水暖》，以及奚其明的抒
情音诗《向往》。

其中，钢琴与乐队《红旗颂》
由著名钢琴家孔祥东担纲独奏，
而《春江水暖》则由著名二胡演
奏家段皑皑倾情呈现。首演的
新版管弦乐序曲《雷雨》是吕其
明第一次用现代派作曲技法，将
戏剧冲突转化为音乐，在《雷雨》
剧本发表90周年之际带领观众
重新走进经典。

整场文艺党课通过“攀登，
时代，向往，红旗”四大主题，带
领大家在红色旋律中感悟上海
城市精神，集中展现了老一辈音
乐人把心交给祖国的赤子情怀，
以及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蓬勃向
上的精神风貌。

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自
1965年首演以来，已经走过了近
60年的历程，成为了中国音乐史
上的经典之作。这部作品深情
描绘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面五星红
旗冉冉升起的情景，旋律激昂、
节奏雄壮，成为了新中国乐坛的
标志性作品。

据悉，为庆祝新中国成立
75 周年，上海爱乐乐团已精心
策划，计划在国庆节前将《红旗
颂》的八个版本整合成一套双
黑胶唱片并出版发行。这八个
版本不仅涵盖了多种乐器组
合，还展现了各异的演奏风格，
旨在全方位呈现《红旗颂》的丰
富内涵与多元魅力，使听众能
够深刻领略到这部经典之作的
绚丽多彩。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作为“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系列活动
之一，昨日上午，红旗飘飘——
黄浦区纪念上海解放75周年
主题活动暨黄浦“红色露天博
物馆”特色体验活动在永安百
货绮云阁举行。活动中，黄浦

“红色露天博物馆”纪念上海解
放专题展线也在正式对外发
布。

75年前的5月25日，解放
战争胜利前夕，一批上海永安
公司的青年职工冒着敌军的
枪林弹雨登上公司大楼最高
处，将红旗插上绮云阁，成为
上海解放升起的第一面红
旗。昨天，来自蓬莱路第二小
学的同学和来自区消防救援
队嵩山支队的消防战士成为
光荣的升、护旗手，五星红旗
在庄严的国歌声中缓缓上升，
让在场的每个人都心潮澎湃。

昨天的活动中，黄浦“红色

露天博物馆”纪念上海解放专
题展线正式发布，专题展线将
南京路步行街、外滩沿线及周
边与上海解放相关的红色点位
串珠成链，为党史学习、市民修
身、人文行走、学生社会实践、
城市微旅行打造了精品线路。

记者了解到，此次打卡点
分别位于上海解放时南京路
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处——绮
云阁、在南京路发出人民之音
第一声的凯旋电台旧址、陈毅
市长办公地旧址——老市府大
楼、上海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
外滩第一面红旗升起处旧址
——海关大楼及人民英雄纪念
塔，队伍成员分别完成“岁月同
框”“铿锵之音”“寻物明志”“时
空连线”“致敬英烈”五个项目，
活动参与者表示，通过脚步丈
量上海解放的城市记忆点位，
也让大家切身感受到上海这座
光荣之城光彩夺目的红色历
史，进而鼓足干劲为人民城市
建设创造新成就。

青年报记者 冷梅

本报讯 昨日下午，2024
上海红色文化季“红色文化进
国企”暨“上海国资国企红色
基因展”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
国际集团大厦举行。

本次“红色文化进国企”
展览，以“红色文化耀国际 引
领实践立潮头”为主题，汇聚
了上海大学博物馆等专家策
展团队，得到市委党史研究室
专家的精心指导，通过将珍贵
文物和历史图片送进企业，深
挖红色基因，将党史与上海金
融业发展史、上海国际集团成
长史融为一体，重温几代人不
忘初心、胸怀大局、专注砺业、
赓续奋进，铸就辉煌事业的奋
斗历程。

记者获悉，市委宣传部于
5 月至 7 月举办“光荣之城”
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红色
文化进国际”项目已入选上海
红色文化季《市级重点项目》。

此次，“红色文化进国企”

系列活动走进了上海改革开
放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对
外窗口——上海国际集团。
通过展览，上海国际集团传
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
将红色文化的精髓融入企业
发展的历程跃然眼前。在高
质量党建引领下，该集团持
续深挖红色资源，展现红色
担当，努力打造具有上海国
际集团特色的红色文化特色
实践地。

据悉，“红色文化进国企”
系列活动由市国资委党委联
合市委党史研究室、新民晚报
社等共同主办，自2019年7月
起已先后走进上海15家大型
国企，吸引超过数十万名企业
干部职工、市民群众参与，形
成了新的红色文化宣传空间
和模式，逐步发展为新的红色
文化传播品牌和平台。在今
年的上海文化品牌大会上，

“红色文化进国企”系列活动
入选2022-2023打响“上海文
化”品牌工作创新案例。

中共一大纪念馆昨推微剧《祝上海解放》

日月焕新
初心不变

1949年5月27日，上海迎来全城解放。经过整整16天的
激烈战斗，中国人民解放军以牺牲7613人的代价，在不停水、不
断电的情况下，让上海完整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堪称战争史上

的奇迹。75年日月焕新；75年初心不变。75年后，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人民广播
电台、解放日报社共同举办的“日月焕新 初心不变——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别活

动”在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中共一大纪念馆举行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特别活动。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红色经典音乐在人民城市奏响

上海第一面红旗在此升起

红色基因展串起金融发展史

青年报记者 陈泳均

本报讯 为赓续传承红色血
脉、提升全民国防意识、砥砺报
效祖国之志，昨日，“共筑国之长
城”2024年上海全民国防教育主
题系列活动在上海师范大学霞
棐剧院启动，持续推动“光荣之
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在全市
深入开展。

启动仪式在上海师范大学
学生交响乐团演奏《红旗颂》的
激昂旋律中拉开序幕。仪式上，

“上海市大学生国防教育研究中
心”合作联盟为上海师范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上海工程技术大
学和上海杉达学院等4家新成员
授牌。今后，联盟将持续秉持

“合作、共赢、创新、发展”的宗

旨，为大学生国防教育研究提供
智库支撑。

此外，金山区第二实验小
学、嘉定区紫荆小学、民办新华
初级中学、园南中学、晋元高级
中学和材料工程学校（中职）等6
所学校代表全市51所中小学接
受“2023年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
校”授牌。

据悉，“共筑国之长城”2024
年上海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
活动后续将开展全民国防教育
知识竞赛、“爱我国防”主题征
文、红色短剧剧本创作大赛、“爱
我国防”摄影大赛、大中小学师
生“爱我国防”演讲比赛、青少年

“走近边防线”等8项市级重点活
动，持续在全市掀起红色文化和
国防教育热潮。

共筑国之长城
全民国防教育主题系列活动启动

■回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