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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动态

[Tips]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昨天是正清明，
2021年清明祭扫也迎来了最高
峰。7:30记者就从市区出发，驱
车前往滨海古园，一路还算畅
通，但到了9:00左右，在墓园进
口处遇到了拥堵，几公里的路开
了近40分钟。

“园内禁止焚烧锡箔，请配
合理解。”与往年不同，今年滨海
古园首次让无人机也参与到了
文明祭扫的行列中，当起了“空
中文明督导员”，一旦遇到焚烧
锡箔等现象，会采取空中喊话的
形式予以提醒。而为了让无法
前往墓园的客户远程祭扫，福寿
园则首次推出了“云祭扫”“云祈
福”“云相册”。

无人机空中喊话
当起文明督导员

昨天上午，当记者行驶到进
入墓园的五四支路上，便出现了
拥堵。几名交警在各个路口进
行分流引导，指挥车辆前往海湾
森林公园停车场，让祭扫市民通
过短驳车进入墓园以缓解交通
压力。

进入则需要出示健康码，经
过测温排队有序入园。在墓区
里，记者看到有个别市民悄悄焚
烧锡箔，不一会儿，墓区上方就
传来了警示声，“园内禁止焚烧
锡箔，请配合理解。”环顾四周，
有一架无人机在半空中空中发
出警示。

上海滨海古园副总经理徐
可业告诉记者，今年他们放出了
两架无人机空中巡逻，且安装了
远程喊话功能。“一旦发现有情
况，就会飞到出现状况的墓区，
友情提醒。有的客户一开始不
知道哪里传来的声音，抬头一看
是无人机，并且非常配合我们的
工作。”

“今年我们还是采取预约
制，4月4日正清明当天的网上
预约量是8万。截至当天下午3
点半，我们接待的人流量是
70988人次，车流是14444辆车
次。”徐可业介绍说，今年的疫情
防控要求还是一如既往的高，需

要市民测温、出示绿码才能予以
放行，为了避免人流集中，墓园
同时开放了1号、2号、3号门，将
人流分散到三个大门。“考虑到
私家车比较多，我们还在海湾森
林公园停车场配备了8辆大巴
作为短驳车，单程到墓园只需要
五分钟。

“家族纪念馆”上线
推出“云祭扫”“云祈福”

记者又从福寿园获悉，截至
当天 14:00，该墓园人流量为
25327人次、车流6192车次。为
了让无法到墓园的市民远程祭
扫。今年，福寿园人性化地推出
了“家族纪念馆”，提供“云祭扫”

“云祈福”“云相册”。
“在过去，逝者的精神生命

通过墓碑，墓志铭来延续。但这
样的形式受限于篇幅，并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被人淡忘。”上海
福寿云生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总经理于浩告诉记者，今年他们
的云纪念平台还增添了线上家
族纪念馆、名人纪念堂、福币系
统等。

据于浩介绍，“家族纪念馆”
承袭我国世代相传的宗族文化，
将几千年来的治家之道与血脉
传承理念融入网络信息的崭新
基因。用户可以在平台上自行
创建专属家族纪念馆，添加先人
生平描述及上传先人照片，并与
实际墓园位置进行添加绑定。
散居各地的亲人能够随时随地
为逝者点烛、献花、祈福、留言，
还可通过“云直播”代为祭扫服
务，让墓园的代扫人员将心意送
到远方亲友的墓碑前。同时，纪
念馆还提供撰写人生回忆录、制
作回忆相册等服务，通过讲述家
族的故事，回溯家族脉络等，令
世世代代家庭成员更清晰地了
解家族缘起，缅怀先祖功绩，牢
记族训家规，寄托亲情思念。后
续，该平台还将推出老照片修
复、人生微电影、时空信箱等特
色功能，以更生动的形式，记录
祖辈辛勤开创家业的点点滴滴，
还原每一代先人的生平经历，留
存下家族至亲的音容笑貌，成为
永不消逝的人文教育基地。

无人机当起墓园文明督导员

这是上海烈士纪念设施首
次联动，一起开展祭扫革命先烈
活动，并同步以线上直播等方
式，让更多的观众通过网络对英
烈表达缅怀之情，感悟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奋斗历史。

在主会场龙华革命烈士纪
念地，庄重而肃穆的缅怀曲声
中，100位祭扫人员手捧菊花从
四面八方，朝着龙华革命烈士纪
念地正中央——铺有“100”字样
的红色花海缓缓走去。

随着100位祭扫人员将菊花
嵌入红色花海之中，礼兵点燃英
雄圣火，全体人员肃立，向革命
烈士三鞠躬，以齐声诵读英烈名
字的方式，向英烈表达深切追
思。

与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一

样，全市其他 75 个烈士纪念设
施，也在同一时间开展了祭扫仪
式。

作为龙华烈士陵园的核心
部分，已于去年10月实现整体连
通与功能拓展的龙华革命烈士
纪念地，主要包括龙华革命烈士
就义地和原国民党淞沪警备司
令部旧址。1927年至1937年，
国民党反动派当局在此相继关
押近万名革命志士，公开或秘密
杀害近千名共产党人，包括罗亦
农、杨殷、彭湃、赵世炎、陈延年、
陈乔年等一批党的早期领导人
以及“龙华二十四烈士”等。

“已拚忧患寻常事，留得豪
情作楚囚……”在龙华革命烈士
纪念地主会场现场，恽代英烈士
的孙女恽梅女士，饱含深情地诵

读了恽代英烈士写的《狱中诗》。
“又是一年清明，年年的清

明，我们家人都会来祭扫爷爷恽
代英，祭扫千千万万和他一样，
为了建设新中国献出生命的烈
士。”恽梅告诉记者，爷爷其实出
生在书香世家，本可以不需要为
了自己的温饱而走上革命奋斗
之路，但是他是为了心中的理想
信念，为了中国苦难的大众，最
终献出自己生命。

恽梅认为，现在的青年人最
应该学习的就是先烈们的奉献
精神、奋斗精神。现在是和平年
代，我们的广大青少年、有志青
年都应该为祖国更加富强贡献
自己的力量，用高科技的武装、
用祖国的强大，在世界上争取我
们中国人的地位。

昨天是清明节，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一早，上海市龙华烈士陵
园联合全市各区烈士纪念设施，共同开展“我们来看望您”缅怀先
烈活动。同一时间、不同地点，包括龙华烈士陵园在内的全市75家
烈士纪念设施，一起向革命先烈致以敬意与哀思。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中共中央要求在全党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后，龙华烈士陵园作

为全国首个革命烈士纪念地、初

心使命教育地、红色文化传播地，

迅速响应，整合优化了讲解路线，

让广大党员同志能够在龙华革命

烈士纪念地，学习共产党早期城

市斗争的历史，激励后人，不忘初

心，砥砺奋进。

目前参观路线分为两条主

线：

时长 60 分钟的“致敬英雄”

路线（一号门—甬道—纪念碑广

场—纪念馆—红色课堂微课）；

时长 60 分钟的“不忘初心”

路线（一号门—纪念碑广场—龙

华碑苑—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

—遗址区—讲习所微课），引导

广大党员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另据了

解，10 集系列专题片《艺见·龙

华 不能忘却的纪念》已于4 月1

日起全网推送，并在东方卫视播

出。整部专题片邀请了一批“龙

华英烈”后人讲述祖辈的故事，

也请各界专家对英烈事迹进行

解读与介绍。

上海师大附中附属龙华中学
初二学生吕佳泉全程参与当天的
祭扫，为烈士献上一朵花。她当
陵园的讲解志愿者已经第三年
了，这些英烈的故事早已熟记于
心，“这些英烈对于我的意义不仅
仅是缅怀，他们还是激励我前行
的一座灯塔。”

吕佳泉在学校里的时候，常
常能隐约听到这里做仪式的声
音，那时候，她会觉得心里很平
静，因为正是这些英烈让现在的
青少年有了安静的书桌。每当感
到迷茫的时候，她也会用英烈事
迹激励自己，继续不断前行。

她提及，英烈里，不光有比
自己要年长很多的，其实还有和
自己年龄相仿的。“比如说欧阳
立安。13 岁，他担任党的交通

员；16岁，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共
青团江苏省委委员、上海总工会
青工部部长，是他担任的职务。

‘冲冲冲！我们是劳动儿童团。
不怕敌人刀和枪，不怕坐牢和牺
牲！杀开一条血路，冲！冲！
冲！’这是由他创作并被当时少
年儿童广为传唱的歌词。‘我是
共产党员，就是筋骨变成灰，还
是百分之百的共产主义者！’这
是17岁的他被审讯时的供词。”
吕佳泉说，这也让自己感受到有
一种同龄人并肩为了祖国的精
神力量。

现场，100位祭扫人员还相
继前往烈士墓区。戴着白手套，
手握白毛巾的他们，俯下身子，认
真细心地擦拭墓碑。

“每一次对英烈的缅怀，都是

一次庄严的洗礼。”来自社会各界
的100名祭扫者们纷纷表示，不
仅要记住这些英烈的姓名，还要
学习英烈事迹、铭记英烈功勋、弘
扬英烈精神。

“直播祭扫方式让观众通过
网络对英烈表达感念之情，也
将线下瞻仰与线上祭扫相结
合，利用新媒体、新技术讲好红
色故事、党史故事。”龙华烈士陵
园相关负责人表示，在清明节联
动全市多家纪念设施举办“我们
来看望您”祭扫活动，是为了纪
念党的百年华诞，继续弘扬共产
党人用信仰坚守初心、用生命践
行使命的牺牲奋斗精神。同时，
也是为了在全市继续营造尊崇
英雄、学习英烈红色精神的良好
氛围。

烈士后代勉励青年担当使命

青少年为烈士献花擦拭墓碑

参观路线推荐

首次！清明节，全市75家烈士纪念设施共同祭扫革命先烈

英烈！我们从未忘记也不能忘记

清明祭英烈

清明踏青扫墓的人络绎不绝。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上海烈士纪念设施首次联动，一起开展祭扫革命先烈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