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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 年 5 月 25 日凌晨，南京路
永安公司顶楼绮云阁上，刚刚升挂
红旗的旗杆，被国民党残兵乱枪射
断。地下党员乐俊炎当即攀上楼
阁，用皮带将自己和旗杆绑在一起，
腾出两手，再度挂上红旗。

这是在上海升起的第一面红
旗。

2 天后，上海解放。此时距中国
共产党在此秘密创建，已有 28 年。

“百年历史看上海”，在建党百
年之际，回看上海解放，恰似换了人
间：

中国共产党用 28 年时间，让上
海回到人民怀抱；72 年间，又把一个
满目疮痍的上海，建设成为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

上海，是观察百年党史的重要
坐标。读懂了上海，人们会更加理
解：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上海今天已成为人民的城市，

屹立于世界上！”
上海大厦矗立于苏州河与黄浦

江交汇处，登上 18 层观景露台，浦江
风情尽收眼底。

72 年 前 ，这 里 叫“ 百 老 汇 大
厦”。解放上海战役中，国民党守军
据此负隅顽抗，解放军宁肯牺牲生
命，也放弃重炮轰击，因为“这些高
楼大厦，马上就要回到人民手中，一
定要保全它！”

解放上海的战役被称为“瓷器
店里打老鼠”，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军史专家刘统说：“旧中国棉纺生
产、粮食加工、机械生产绝大部分都
集中在上海。上海能够完好无损接
管，对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建设还
有民生至关重要。”

解放上海一役，我军坚持“消灭
敌人，保全城市”，以伤亡 3 万余人代
价，歼敌 15 万人，打了一个军政全胜
的漂亮仗。亲历者陈一心说：“上海
解放时，连自来水和交通都没受影
响，城市完整留给了人民。”

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大会上，陈
毅市长讲话，意气风发：“上海今天已
成为人民的城市，屹立于世界上！”

今年 90 岁的黄宝妹，13 岁进入
日资裕丰纱厂，拿摩温（工头）手持
铜管来回巡视，动辄就打。黄宝妹
有一次被打得双脚直跳，却一声也

不敢出……
谁能想到，这样一个纺织童工，

成 为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第 一 代 劳 模 ！
1958 年，谢晋导演拍摄了一部电影

《黄宝妹》，由黄宝妹演自己。如今，
安享晚年的黄宝妹，在哔哩哔哩网
站当起了主播，给年轻人讲历史。
她说，上海解放后，大家自己选班
长，第一次当了主人翁。

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
上海是党的初心之地，始终恪守“人民至
上”的宗旨。黄宝妹出身贫寒，“宝妹”
这个名字，蕴含着父母无尽的爱，但
只有在人民城市，她才可能成为真
正的“宝贝”。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近年来，从旧区改造到绿地
建设，从就业保障到教育均等……
上海一直倾力打造这样一个人民城
市：人人都有人生出彩机会，人人都
能有序参与治理，人人都能享有品
质生活，人人都能切实感受温度，人
人都能拥有归属认同。

黄宝妹工作了一辈子的杨树浦
国棉十七厂，如今已蝶变成国际时
尚中心，入选国家工业遗产旅游基
地。黄浦江沿江工业“锈带”，正在
变成生活“秀带”。她感慨说，旧社
会上海的色调是灰暗颓败的，现在
变得五彩斑斓！

没有什么困难能难倒共产党人！
72 年前，只能用轻武器进攻的

解放军被“拦”在河岸，20 岁的连指
导员和两名战友沿下水道潜入苏州
河，悄然泅渡，奇兵突袭，抓获国民
党上校副师长，迫其师部及三个营
放下武器，创造了三个人不放一枪、
制伏千余敌人的传奇。

这位年轻的连指导员名叫迟浩
田，后来成长为共和国上将，在 2019
年出版的《日月新天——上海战役亲
历者说》一书中，他回忆，当时苏州河
水齐脖深，又臭又黑，三人上岸后，除
了牙齿是白的，全身都是黑的。

当 年 残 酷 战 场 ，今 天 宜 居 家
园。苏州河已告别黑臭，鱼翔浅底，
河岸绿廊步道，市民健身休憩。端
午将至，苏州河龙舟赛正在紧锣密
鼓筹备中，普陀区机关工委书记吴
凌昱自豪地说：“今年，苏州河龙舟
赛 18 岁了！”苏州河及两岸变迁，是
上海城市精细化治理的一个缩影。

上海解放之初，中国共产党面

临一个巨大的烂摊子：天上国民党
飞机狂轰滥炸，城里匪特猖獗，流民
遍地，盗抢高发，物价飞涨，加上国
民党败逃前大规模掠夺和劫运，当
时上海煤存量只够用一个星期，棉
花和粮食连一个月都支撑不了，全
市私营工厂，开工户数只占 1/4……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把接收变
成“劫收”，民怨沸腾。中国共产党
怎么接收上海？又如何管好这样一
个环境复杂，政治、经济、社会各种
风险和危险交织的大城市？胜利之
师露宿街头，已成为经典的历史画
面。记者看到当年入城部队随身携
带的小册子《城市常识》，处处强调
纪律，细致到进民居时要敲门或按
电铃，下雨天先在门外擦掉鞋底上
的泥水……

众所周知，上海解放后中国共
产党打了一场“经济战线的淮海战
役”，但艰巨斗争，远远不止经济战
线。刘统说，上海解放后，遇到很多
新问题，“党的干部表现出了很强的
适应能力和学习能力。”比如，鉴于
当时上海治安恶劣，搜捕盗匪的同
时，人民政府开展户口清查，通过校
正、增补、实时记录，上海逐步建立
起全新的而且严密、完整的户口管
理体制，为新中国的社会治理起了
示范带头作用。

再大的困难，也难不倒共产党人！
回望百年，上海有两次历史性

的转型：第一次是 1949 年共产党解
放上海，从不会到会，从接管到创
新，在上海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管理
制度和城市的管理方式，直接影响
到新中国的建设管理。第二次是 20
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改革开放的全面
起飞，上海承担使命，先行先试，从
土地批租到引进外资再到全面开
放，向全世界展开胸怀，人才汇聚，
万商云集，迎来了又一次腾飞。

上海正努力成为国内大循环的
中心节点和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战略
链接，更好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
特别是历经疫情考验，今年1至4月，
上海新设外资企业数、合同外资和实
际使用外资实现“三增长”，这里仍是
国际资本纷至沓来的“定锚地”。

红色，始终是上海的底色
“竞武死了，倘然他预知死后八

天，上海六百万市民便得解放，全中
国四万万七千万人民将先后都得解

放，竞武！你虽死得惨也可以安心
的了……”

上海浦东川沙黄炎培故居，一
张泛黄的报纸上，刊载 1949 年 8 月 5
日 黄 炎 培 撰 写 的《我 儿 竞 武 的 一
生》，字字血泪，痛惜，却又自豪。黄
竞武是黄炎培次子，清华毕业、曾留
学哈佛。上海解放前夕，他阻止了
超过 48 万两黄金偷运到台湾，国民
党恨之入骨。当年 5 月 12 日，黄竞
武被捕，狱中被特务挖去了一只眼
睛，指甲全被拔光，但他忠贞不屈，5
月 18 日凌晨，黄竞武被打断双腿活
埋……

黄竞武被称为“与新中国擦肩
而过的人”，像他这样倒在黎明之前
的悲壮英雄，还有很多。

解放上海的战役，是一次“里应
外合”之战。城外，解放军浴血苦
战；城内，工人护厂，学生护校，无畏
生死。

张洪森 72 年前参加过交通大学
护校。他回忆说，敌人败退前异常
疯狂，但“学生们都要护校，都要跟
着共产党，都要迎接解放军，没人愿
意随着国民党把学校迁走”。

不久前，原创红色戏剧《辅德
里》感动无数年轻观众，编剧吴冰曾
想构建惊险剧情，用紧张感把年轻
人“拴住”，但她深入了解当年蔡和
森、向警予、张人亚等一群与她同龄
的年轻共产党员的故事后，《辅德
里》定位为非虚构戏剧，“真实的故
事，比虚构的更传奇和动人。”

辅德里是中共二大会址，2 公里
外，是中共一大会址；再向西约 800
米，是老渔阳里，《新青年》编辑部；
近在咫尺，是新渔阳里，团中央机关
旧址……近年来，上海经过多轮考
证普查，已确认红色遗迹遗址和纪
念设施 612 处。“七一”来临之前，红
色景点成为上海的“网红打卡地”，
参观者以年轻人居多，静心感悟先
烈的奋斗历程和精神财富。

红色基因，深沉镌刻进这座城
市的血脉。上海把利用好红色资
源、传承好红色基因、发扬好红色传
统 ，作 为 光 荣 而 神 圣 的 使 命 和 责
任。今年 5 月 21 日，《上海市红色资
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由上
海市第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一
部系统、全面的地方立法为这些红
色印记“保驾护航”。

从“初心之地”到“人民城市”
——建党百年之际回看上海解放

一场别开生面的座谈会25日在京
举行，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
老模范等“五老”和青少年代表共100多
人齐聚一堂，追忆党的非凡历程，感悟党
的初心使命。座谈会由中国关心下一代
工作委员会主办。

参加过淮海、渡江等战役的老战士
代表田宗豪分享自己从童年到参加革命
的成长经历，表达了对党的坚定信仰。
他寄语青少年，不能忘却历史，不能丢掉
光荣传统，骨子里要有家国情怀。

北京大学教授黄宗良作为老教师
代表，讲述自己一直在学习思考的主题
是追求“三业一体”，即把自己的专业、职
业融入党的伟大事业中。他嘱托广大青
年学子，努力把理论和实际结合起来，把
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学会“修心”。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研究生
何前超即将以选调生的身份前往基层工
作，他表示，只有将个人发展融入祖国和
民族的发展中，人生才具有蓬勃发展的
生命力。

北京市朝阳区实验小学学生李佳
仪发言说，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爱国就是要从爱我们的爸爸妈妈开
始，做一名好少年；爱党就是要从爱护
我们的红领巾开始，做一名红心少年。

中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主任
顾秀莲表示，老少通过“共话”这个平
台，抒发心声，相互学习。要进一步发
挥“五老”优势和作用，把握当代青少
年群体的特点和需求，创新形式讲好
故事，提高党史学习教育的针对性和
实效性。

中国关工委组织老少“同堂”共话党史

6月1日，北京市第二十七

中学的学生在北大二院旧址

（原北大数学系楼）内的“亢慕

义斋”旧址参观展陈。

当日，中国共产党早期北

京革命活动旧址正式面向社

会公众开放。本次集中开放

的革命活动旧址包括北京李

大钊故居、《新青年》编辑部旧

址（陈独秀旧居）、京报馆旧址

（邵飘萍故居）、陶然亭慈悲

庵、“亢慕义斋”旧址、中山公

园来今雨轩、赵家楼遗址、二

七惨案长辛店旧址，以及李

大钊烈士陵园、长辛店二七

纪念馆、马骏烈士墓等重要

党史人物故居、会议场所、重

大历史事件发生地以及重要

纪念设施。

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集中对外开放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旧址集中对外开放

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第一
季自5月18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
平台播出以来，用事发声、以实感人，得
到观众好评，引发广泛共鸣。

《山河岁月》精心选取了党史上
100 个重大事件、关键场景、重要人
物，真实记录共产党人百折不挠、百炼
成钢的伟大精神，诠释我们党历经百
年仍风华正茂、饱经磨难而生生不息
的“成功密码”。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
学院院长姜飞表示，《山河岁月》以小切
口、精细化、大格局，全景再现了中国共
产党百年以来的辉煌历程，通过艺术创
作形式的创新、审美空间的再造与集体

记忆的升华深度阐释了明理增信、崇德
力行的目标。“党史国史在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锤炼成时代记忆，以磅礴昂扬
之气激荡世界。”姜飞说。

“以真为本”是《山河岁月》的一大
亮点。纪录片采用“影像资料+旁白介
绍+专家解说”的形式展开讲述，有效
还原了历史真貌，展现共产党人不变
的初心和使命。

集美大学学生陈晨说，作为一部
纪录片，《山河岁月》有着广阔的视角、
感人的细节、高清的影像。片中，一句
句平实的话语、一幅幅珍贵的图片，呈
现出一个个朝气蓬勃、心怀信仰的年
轻面孔。致敬每一个无悔的青春，致

敬每一位为人民牺牲的英烈。
网友“无可而感”在微博留言说：“每

一集都能看到一些以前没有看到过的珍
贵影像，每一集都有催人泪下的情景和
画面……”

历史的天空、百年望道、湘江北
去、法兰西岁月……随着《山河岁月》
第一季的播出，那些百年风雨岁月中
的一个个关键场景次第展开，在受众
中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观看浪潮。
数据显示，专题片首重播累计触达观
众 4.86 亿人次，第 1 至 22 集平均收视
率 为 0.52% ，单 集 最 高 收 视 率 为
0.68%。

甘肃省金昌市金川区昌达里社区

党委书记罗永瑞在观看《山河岁月》后
深感触动。他表示，作为一名社区干
部，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把初心使命
融入到工作当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
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同时，要把学
习成果转化成为民服务的内生动力，
努力实现基层党建工作既有高度又有
温度、既接地气又聚人气。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通过观
看《山河岁月》，我更加了解了党的发
展历史。革命先烈的故事有始有终，
但属于我们这一代的故事才刚刚开
始。我们应当继承先辈遗志，在新时
代谱写光辉篇章。”中国传媒大学学生
闫戈说。

铭记光辉历史铭记光辉历史 弘扬革命传统弘扬革命传统
——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引发受众共鸣

本版稿件据新华社

“伟大征程·历史见证”“红色陕
西·圣地延安”“小岗精神·改革序幕”

“两山理念·振兴之路”……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文化和旅游
部联合中央宣传部、中央党史和文献
研究院、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推出

“建党百年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
一条条闪耀红色光辉的旅游线

路，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
人民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
取得的重大成就，织就中华大地上的

“红色版图”。
看红色历史——重温百年光辉历程

百条线路中，“重温红色历史、传
承奋斗精神”主题线路共 52 条，重点
展示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重
要标识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为中国
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光辉历程。

线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脉络，将
党史上的重要地标、重要节点串联起
来。其中，百条线路中的第一条——

“伟大征程·历史见证”精品线路聚焦北
京，从天安门广场出发，途经人民英雄
纪念碑、国家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
动纪念馆、李大钊故居等，至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卢沟桥、长辛店
二七纪念馆，展示了共和国的红色底
色和发展成就。

中组部团中央第 21 批博士服务
团成员易赛键说，庆祝建党百年之际
发布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对于教
育引导全党深入学习党史、新中国
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深
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来
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
易，深化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为什么好，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和现实意义。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徐
光煦认为，借助百条精品线路推出契
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可以通过更加
生动的形式接受红色洗礼，传承红色
基因，不断把党史学习教育推向新的
高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
梦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学红色精神——激发公众爱国热情

百条线路中，着重呈现了中国共
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淬炼锻造形成
的一系列伟大精神。这些跨越时空、
历久弥新的宝贵精神财富，集中体现
了党的坚定信念、根本宗旨、优良作
风，通过红色旅游百条精品线路的推
介，让干部群众在寓教于学中铭记党
的历史，鼓起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
代的精气神。

其中，“井冈之路·星火燎原”“红
军不怕远征难”“红色贵州·雄关漫
漫”“红色陕西·圣地延安”“不忘初
心·进京赶考”“踏寻红岩足迹·感悟
红岩精神”“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等
精品线路，分别对应井冈山精神、长

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西
柏坡精神、红岩精神、抗美援朝精神，
生动展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历久弥坚
的革命精神和理想信念。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馆长
马奇柯说，革命传统资源是我们党的
宝贵精神财富，每一个红色旅游景点
都是一个常学常新的生动课堂，蕴含
着丰富的革命文化资源。红色旅游
满足了人民群众出行的文化需求和
旅游需要，也满足了接受革命传统教
育的需要。此次百条红色旅游线路
的推出，有利于更好发挥红色资源的
价值，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据文化和旅游部统计数据，从
2004年到2019年，每年参与红色旅游
的人次从 1.4 亿增长到 14.1 亿，红色
旅游热度逐年攀升，人们学习革命历
史、感受革命文化的愿望日益强烈，
参观革命旧址、纪念馆、博物馆蔚然
成风。

携程集团相关负责人说，预计
2021 年仅通过该平台就将有超过
5000 万人次的游客参加红色旅游。
同程旅行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参与到红色旅游中，其中年龄在20
岁至39岁的游客，占红色旅游整体游
客的 57.3%，青少年和青年人群体已
经成为红色旅游的“主力军”。
游红色景区——感受当下幸福生活

百条线路中，另两大类主题重点
聚焦当下，其中20条“走近大国重器、
感受中国力量”主题线路，囊括游客
耳熟能详的新时代科技和建设成果，
感受“国之重器”带给我们的自信和
力量；28条“体验脱贫成就、助力乡村
振兴”主题线路，重点展现我国在新
时代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文明
建设等方面取得的重大成果。

其中，“盛世中国·奥运圆梦”线
路将北京冬奥会的各项筹办成果展
现在公众面前，让游客可以近距离感
受冬奥会的魅力，感受中国的自信、
中国的力量；“精准扶贫·首倡之地”
精品线路以十八洞村为核心，向游客
讲述了民族地区、贫困地区、革命老
区的脱贫故事；“两山理念·振兴之
路”精品线路起自安吉余村，让游客
充分感受将绿水青山变为金山银山
的生动实践。

春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说，
游客按照这样的线路“打卡”，能更
好了解国情和民情，感同身受如今
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珍惜当下、努
力奋斗。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楼嘉军认为，
此次推荐的百条线路，体现了“以文
塑旅、以旅彰文”，将红色旅游的范畴
进一步拓展到走近大国重器、体验脱
贫成就，让人们在重温历史和感受当
下幸福生活过程中，更深切体验到为
什么“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激
励鼓舞人心。

这这100100条线路条线路

织就了中华大地上的织就了中华大地上的““红色版图红色版图””

近日，在浙江杭州市富阳区环山乡富春江畔渡江亭，74岁的富阳区新四军历
史研究协会会长汪金良结合史料和实物开启了一堂党史课，向当地群众讲述新四
军抗战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