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年10月14日星期一
责任编辑吴炜 美术编辑翁浩强04-05 青年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相关新闻

上海少先队纪念中国少年先锋队建队7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举行

重温昨天无数闪光的第一次 耀亮明天更灿烂的星星火炬

“1949年10月13日，中国少年儿童
队宣布成立，这张照片是当年肇周路小学
少年儿童入队的现场。”“1978年改革开
放后，上海少先队迎来了改革发展的春
天。这张老照片，是1979年，沈功玲老师
提出了少先队‘自动化’。”活动一楼的展
板回顾了上海少先队在建国初期和社会
主义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后，以及迈入新
世纪新时代三个时期走过的光辉历程。

在三名来自上师大卢实小红领巾讲
解员们的讲解下，嘉宾和少先队员们感
受了上海少先队与上海这座城市共同发
展的难忘岁月。

在上海少先队70年老照片、老物件
展上，1949年上海市第一批少年儿童入
队；1984年少先队上海市第一次代表大
会召开；1994年第一枚雏鹰奖章诞生；
2016年第一本上海少先队员证的诞生
……10个重要历史场景记录了上海少
先队历史上众多“第一次”。

上海解放后复刊的《新少年报》、1953
年少先队中队辅导员聘书、1959年中国少
年先锋队建队10周年纪念邮票、全国第三

次少代会参会服装……一件件少先队老
物件，承载了与少先队有关的记忆。

在《上海少先队的难忘记忆》的故事
分享中，一位位大队辅导员朗读者介绍
了上海少先队70年历史中的代表性人
物，如少先队学科创始人段镇、红领巾爱
科学月创立者倪谷音、少先队自动化开
创者沈功玲、少先队“兴趣教育”发起人
洪雨露、农村少先队工作双轨制发起人
左丽华、全国首届十佳少先队辅导员黄
美英、全国首届十佳少先队员金冰一等，
现场时时报以雷鸣般的掌声。

活动中，市档案局局长、市档案馆馆
长徐未晚，团市委书记王宇，上海广播电
视台（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有限公司）
党委书记、董事长王建军共同启动上海
少先队纪念建队7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

市少工委主任、市少先队总辅导员
赵国强，市档案局副局长、市档案馆副馆
长方城共同为少先队社会化争章基地
——上海市档案馆揭牌。现场还发布了
上海少先队新修订的9枚市级雏鹰奖章
实体徽章。

一把“80岁”的小号
曾经训练了少先队鼓号队号手

今年9月，市少工委发起了
“寻找红领巾的记忆”活
动，发动全市少
先队员找找老
物件，感受上
海少先队发展历
史。1953 年少先
队中队辅导员聘书、建队十周年的卡片和
邮票、1980年代少先队纪念币……展览上
每一样老物件都承载了一段少先队历史。

这其中，一把很有年代感的小号引人
瞩目。小号焊接得有些粗糙，“身上”锈迹
斑斑，如今小号的主人是嘉定区清水路小
学的徐梓鹭。这把小号是她的曾祖父曾经
使用的，她的祖父还曾用这把小号训练过
少先队鼓号队的号手。

据徐梓鹭的父亲徐根华透露，徐根华
家里一直有吹小号的传统，这把小号就是
他祖父的表哥所送，经历了抗日战争的小
号，至今已有80多年的历史。

徐根华是一名老师，至1990年代成为了
一所小学的校长。与学校一起建立的还有
少先队鼓号队，不过鼓号队缺带训的老师。

“我来支持儿子的工作，号手我来教。”那时，
擅长吹小号的徐根华父亲便带着这把小号，
自告奋勇训练起鼓号队的号手。两年间，他
多次进入学校为号手培训，还会为鼓号队表
演，这把小号就这样与少先队有了联系。

当得知家里有这把小号时，徐梓鹭是
惊讶的，听完小号的历史后，她又觉得特别
自豪。徐梓鹭目前是学校的大队委员，她
想将小号的历史与更多同学分享。

一张老照片
记录了少先队大队长的光荣和自豪

照片中，美丽的
小女孩头上系着粉色
的蝴蝶结，胸前系着
一条鲜艳的红领巾，
臂膀上佩戴着三条
杠。她看着镜头，
留下最美的微笑。
那是 1953 年，照片
的主角薛荔华今年
已经76岁。

这张照片是薛奶奶的孙子，来自
上海市市西初级中学的沈彧从奶奶的老相
册中发现的。薛奶奶说，当年六年级的她
因为成绩优秀，乐于助人，经老师提名推
荐，同学一致通过，当上了光荣的少先队大
队长。这一份荣誉让全家人都非常自豪，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还是中国少年先锋队建
队70周年。近日，“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时代好队员”——上海
少先队纪念建队7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市档案馆举行。

听一听“红领巾们”讲述少先队的历史，看一看70年来与上海
少先队有关的老照片、老物件。活动上，上海市档案馆还成为了
少先队社会化争章基地。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黄浦少先队举行纪念
建队70周年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今年是新
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少先队建
队 70 周年。由黄浦区教育党工
委、黄浦团区委、区少工委共同主
办的“红领巾心向党 争做新时代
好队员”—— 2019 年黄浦少先
队纪念建队 70 周年主题活动近
日在黄浦区少年科技活动中心举
行。

伴随着光明初级中学的开场
表演和嘹亮的鼓号声，活动正式拉
开了序幕。在宣布增补徐朗婷等3
位同学为第三届红理会理事后，来
自大同中学的顾博凯老师和报童
小学的少先队员们带来了《顾老师
讲少先队故事》，生动还原了70年
中国少先队建立发展的生动历程；
随后，上海市实验小学和卢湾中学
先后演绎了舞蹈《翱翔》和情景剧
《心中有榜样》，不仅体现出黄浦区
少先队员身处党的诞生地、团的发
源地的荣誉感和自豪感，还用青春
与热情展现出了新时代少先队员
的蓬勃朝气。

今后，黄浦团区委、区少工委
将进一步以少先队改革为主线，
以服务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工作出
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推进少先队
工作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开展
更多丰富多彩、富有成效、时代特
色鲜明的活动，提高广大少先队
员的思想道德水平和各项实践技
能，培育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可靠接班人。

上海小囡们用
上海说唱歌颂祖国

本报讯 记者 周胜洁“摇啊
摇，摇到外婆桥……”“侬姓啥，我
姓黄，啥额黄？草头黄……”“哆哆
哆，卖糖粥，三斤核桃四斤壳……”
昨日下午，一系列耳熟能详的上海
童谣由一群“红领巾”带来，拉开了
《我与祖国共成长》——上海市红
领巾说唱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暨庆祝中国少年先
锋队成立70周年专题汇报演出的
序幕。

演出一共12个节目，主角全
是来自“上海市红领巾说唱团”的
小囡们，他们都会讲一口流利的上
海话，学会了30余支上海说唱以
及沪剧、越剧和评弹的唱段。通过
上海说唱、沪剧说唱、评弹说唱、群
口说唱、情景说唱、革命故事和戏
曲歌曲大联唱等多种文艺形式，一
起歌颂祖国、歌颂党、歌颂家乡、
歌颂革命先烈，歌颂“劳模”和人
民群众。

据悉，上海市红领巾说唱团
成立于2016年1月，是在市少工
委指导下，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
心与上海徐世利喜剧艺术团共同
成立，旨在让上海说唱真正后继
有人，为传承和弘扬上海文化增
光添彩。

穿越70年的展览 带领少年队员们 “忆往惜今”

据悉，上海市少工委前期开展了“寻
找红领巾的记忆”活动。少先队员以家庭
为单位开展了寻访活动，祖孙三代共同讲
一讲红领巾的故事，找一找少先队老物
件，共同回忆、感受少先队的快乐时光。

各级少先队组织在校园中也积极开
展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如在学校每周一
课时的少先队活动上，观看《鸡毛信》《红
孩子》《英雄小八路》《小兵张嘎》《草原英
雄小姐妹》等5部经典少儿电影，还可以
通过微信小程序为电影配音。

市少工委邀请了首批十余位优秀大
队辅导员录制了上海少先队历史音频，

并通过学校红领巾广播，让更多的少先
队员和少先队工作者了解少先队的光荣
历史故事。

此外，活动还邀请少先队员一起，在
校园唱响《让我们荡起双桨》《少年少年
祖国的春天》《歌声与微笑》《生长吧》等
耳熟能详的歌曲，唤起不同时期少先队
员的红领巾记忆。

市少工委表示，开展“寻找红领巾的
记忆”活动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少先队员
和少先队辅导员的光荣感，激励少先队
工作者不忘初心、继续前行，将星星火炬
的事业薪火相传。

老照片、老物件、老故事
市档案馆展示上海少先队光辉历程

看电影、听故事、唱歌曲
祖孙三代共同唤起红领巾的记忆 她的父亲问她要什么奖励，她想了想说：“我

就想拍一张照片留纪念。”
尽管那个年代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但

是父母还是带她去照相馆记录下了这一美好
的瞬间，还额外给黑白照片上色。

在70岁生日的时候，薛奶奶做了一本相
册集记录自己的岁月，这张照片也被她放进
了相册集。初中生沈彧还记得，第一次看到
奶奶这张照片时，他只有五六岁，在他小小的
心里，已经有了“能当上少先队大队长是骄傲
和光荣”的概念。

一套少代会制服
代表辅导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

知道征集老物件后，作为少先队名师、原
闸北少先队教研员乌绮霞贡献出
她珍藏的一套制服。这套蓝
绿色的制服，上身西装，左胸
上绣有“中国少先队”和星星
火炬的绣章，下身配裙子，这
是1995年中国少年先锋队第
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参会辅
导员统一定制的服装。

乌绮霞从事了一辈子少先队工作。1995
年，时任闸北区少先队教研员的她成为上海
代表团的一员，赴京参加了中国少年先锋队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这是乌绮霞第一次走进人民大会堂，至
今还清楚记得，她的座位号是“8 排 8 座”。
几日的会议安排紧凑，其间穿着制服、戴着
红领巾的他们，还前往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
英雄纪念碑，轮流站岗，执勤守护一小时。

“那一刻，深刻感受到自己肩上责任重大，
也感受到一种期盼，需要引导少先队员茁壮
成长。”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纪念少先队建队 70 周
年，前天“红领巾心向党，争做新
时代好队员”上海少先队纪念建
队70周年主题队日活动在市档案
馆举行。其中，“寻找红领巾的记
忆”上海少先队老物件展让队员
们仿佛坐上了“时光机”，一把“年
纪”超过 80 岁的小号、一枚 1951
年的少先队队徽、一套1995 年全
国少代会的制服……那些承载着
上海少先队记忆的老物件依旧熠
熠闪光。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上海少先队众多的“第一次”
你知道多少？

一本小小的队员证，是惊喜、回
忆，是光荣、责任，也是嘱托，值得一生
珍藏。2016 年，在上海少年儿童庆

“六一”主题集会上，《少先队员证》第
一次正式亮相。那年“六一”，全市4
万余名新入队的少先队员都获得了上
海市率先试用的《少先队员证》暨红领
巾成长手册。

这本《少先队员证》里，不但有习
近平爷爷对少年儿童的嘱托，还有中
国邮政发行的第一枚以“少先队员入
队纪念”为主题的个性化纪念邮票，还
可记录个人基本情况、入队的时间地
点、组织关系转移、获得的荣誉等，不
怕忘了重要时刻。

这一全国首创的《少先队员证》由
上海市少工委推出，是上海少先队培
养队员组织光荣感和归属感的创新举
措，是少先队仪式教育的重要组成，更
是对少先队员的肯定，使少先队员多
一份责任。

第一本队员证
承载浓浓入队情2016年

雏鹰争章，是每一名少先队员都
想要的荣耀。1992年，上海少先队借
鉴了国际上通行的达标授章方式，创
设“少先队进度性训练奖章活动”，即

“少先队争章活动”。其后，争章活动
在5个学校开展试点实验。

1994年，上海少先队向全国少年
队提出了一个跨世纪的战略构想：《中
国少年雏鹰行动——生存与发展跨世
纪行动计划》。自此，上海的进度性训
练争章活动融入全国雏鹰行动的争章
达标活动，并改称为雏鹰争章活动。

在1999年纳入学生素质评价体
系后，雏鹰奖章变得越来越专业化，如
今争章活动早已成了少先队组织一项
标志性活动。

第一枚雏鹰奖章
是胸前的荣光1992年

“ 人 人 争
当小火箭，自
动 向 上 齐 奋
进。”小火箭已
经成为了“少
先队自动化”
的标志，而当
年创设了“少先队自动化”的就是沈功
玲老师。沈功玲原是上海市少先队总
辅导员，如今是市少工委顾问。当年
从上海市第一师范毕业的她进入了虹
口区第三中心小学，后来成为了大队
辅导员。

1979年，学校大队部趁全国科学
大会的机会，在全队发起了“火箭啊，
前进！”的活动。过程中，四年级两个
小队的交流格外亮眼。队员们一致要
求表扬他们，沈功玲便顺势建议采用
命名的方式进行表彰。这时有队员提
出：“现在不正开展火箭活动吗？火箭
飞上天，全靠自动化。这两个小队队
员就是全自动开展活动的。”

“对！就叫他们自动化小队！”在
队员们的一致赞同声中，少先队中第一
次对“自动化小队”的命名就出现了。

“自动化小队”的出现，在全国首
创了一种由队员当家作主进行自我教
育与民主管理的新形式。“少先队自动
化”也贯穿了改革开放40年少先队工
作的全过程。

“少先队自动化”
命名首次提出1979年

1949年6月初，团市委少年部办
理由原上海地下党组建和直接领导的
地下少年儿童革命组织成员的登记工
作，共有84位组织成员，先后到团市
委少年部组织科填写了“少年先锋队
队员登记表”，成为上海第一批少年先
锋队队员，其中超过15岁的队员在登
记的同时，即让他们转为新民主主义
青年团团员。

6月19日，团市委少年部让原地
下少先队牵头，在上海新闸路小学礼
堂召开了“八大少儿团体联欢会”，出
席此会的革命少年代表共500人，会
议最后提出：把全市少年儿童团结起
来，组织起来，准备为新中国的建设而
奋斗。

第一批少先队员
铭记一生的荣耀1949年

中国少年先锋队走过了 70 年，昨日迎来了建队 70 周年的“生日”。在

上海少先队历史上，有许多第一次值得铭记。1949 年上海市第一批少年

儿童入队；1979 年第一次命名“自动化”小队；2016 年第一本上海少先队员

证诞生……众多“第一次”组成的历史，值得一代代少年儿童为身为少先

队员而骄傲自豪。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受访者供图

■历史小达人

听一听“红领巾们”讲述少先队的历史，看一看70年来与上海少先队有关的老照片、老物件。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红领巾们”讲述少先队的历史。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实习生 潘静怡（除署名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