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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年，“人民城市”不会忘记

昨天是上海解放72周年的纪念日。1949年5月27日，位于真大路6号的真如国际电台旧址，向全世界发出
“上海解放了”的电讯。72年后，真如国际电台旧址举行揭牌仪式。昨天，还有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等人一起参
加了李白烈士故居重新开馆仪式，并和众人一起体验了情景党课《电波不逝，信念永存》；还有《为什么是上海（第
三季）——“排头兵、先行者的担当之路”》正式上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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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初心之地”到“人民城市”，硝烟早已散去，历史不会忘记。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昨
天，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拍
摄制作的6集系列短视频《为什
么是上海（第三季）——“排头
兵、先行者的担当之路”》正式上
线。第三季共6集，从5月27日
起上线，集中展现上海从全国改
革开放的“后卫”到“前锋”，再
到“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
先行者”的不凡历程，并分析其
背后的深层次原因。

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
席权衡表示，最近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通知，对在中国共产党成
立100周年之际开展“四史”宣
传教育做出安排部署。《为什么
是上海（第三季）》的上线，将为
在全社会深入推进“四史”宣传
教育提供一系列生动鲜活的学
习资源和案例教材。

近年来，市社联围绕党的创
新理论大众化普及化，围绕深化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学习宣传，积极发挥社
会科学作用和社联工作优势，充
分适应理论传播的互联网时代
新趋势，聚焦全市党的理论宣传
普及重点工作，相继推出了包括
《社科专家带你读懂十九大》《中
国之治，懂了》《我们的“十四
五”》《为什么是上海》等在内的8
大系列140余集新媒体理论普
及产品。接下来，市社联将继续
开拓新媒体的广阔空间，为党的
理论宣传和社科知识普及奉献
出更多更好的精品力作。

市社联科普工作处处长应
毓超介绍，《为什么是上海》系列
短视频是上海市社联从2018年
始，历时四年陆续策划推出的一
部集权威性与思想性、生动性与
真实性于一体的红色文化原创
产品。第一季“探寻上海红色基
因”获得上海宣传系统“党的诞
生地”文艺党课创新大赛“创新
演艺类”一等奖，市委组织部开
展的上海市第十四届党员教育
电视片观摩交流活动入选作品

“系列片奖”一等奖。
另据记者了解，反映新时代

上海勇创新奇迹的《为什么是上
海》第四季正在紧锣密鼓制作之
中，力争在7月与公众见面。届
时《为什么是上海》全四季将形
成一部贯穿百年党史的上海故
事，庆祝党的百年华诞。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相信许多人都看
过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电
影中的“李侠”“兰芬”的原型就
是李白烈士和夫人裘慧英。

38年前，一位叫吴德胜的
团干部找到裘慧英，一起筹建了
李白烈士故居。昨天，吴德胜和
李白烈士之孙李立立等人一起
参加了李白烈士故居重新开馆
仪式，并和众人一起体验了情景
党课《电波不逝，信念永存》。

黄渡路107弄15号，这正
是李白烈士被捕前最后和夫人
一起生活、工作的地方。

沿阶而上，来到三楼，老式
五斗橱、带着年代感的布艺沙
发、一张铁床、一个为襁褓中的
婴儿准备的竹制摇篮……简朴
的一室一厅高度还原了当年李
白烈士夫妇生活的场景。

1948年12月30日凌晨，正
当李白发完三份“十万火急”的
密电后，国民党特务侦测到了电
台的位置——就在黄渡路107

弄15号这间阁楼。面对敌人黑
压压的枪口，李白沉着地吞下了
密码，向党中央发出了警示信
号，那就是“同志们，永别了，我
想念你们”！随后，遭到逮捕。

“李白烈士走的时候太年轻
了，才39岁。”现年70岁的白发
老人年先生专程从住所远道而
来，为的就是再次瞻仰这位烈
士。老人称，平时自己对红色场
馆比较关心，此次特地来打卡。

本次展陈中，电台元素随
处可见，整个展厅设置了发报
的声音特效，营造了电波永不
消逝的意境，此外还加入多个
媒体互动装置，其中更融入了
文艺元素，观众可以观摩电影
《永不消逝的电波》，看看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里的
中国》等视频，也能欣赏宋怀强
老师关于李白家书的朗诵等。

值得关注的是，故居还保留
了发报互动体验区，让观众可
以学习摩斯电码小知识，体验
更真实的发送电码过程。“相较
老馆，新馆深化了多媒体装置，

与观众的互动性更高。”负责多
媒体设计的徐跃告诉记者。

在故居重新开馆首日，记
者还在现场邂逅了李白烈士
故居名誉馆长吴德胜。吴馆
长回忆说，自己于 1981 年到
虹口区团委工作，1983年任团
区委宣传部长，同年年底寻访
裘慧英老人，并叫她裘妈妈。
亲自与裘妈妈一起努力建立
了李白烈士故居。

这段忘年交整整维持了近
10年。1992年裘妈妈去世后，
吴德胜又与李白烈士的儿子李
恒胜成了好朋友。2015年，李
恒胜去世后，现在他与李白烈
士的孙子李立立继续探讨研究
烈士的事迹。

作为李白烈士的后人，李
立立从小由奶奶带大。“我觉得
自己有这个责任把爷爷的故事
讲好。”李立立表示。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位于真大路 6 号
的真如国际电台旧址，1949年
5月27日，这里向全世界发出

“上海解放了”的电讯。72年后
的今天，作为上海市43处红色
革命旧址之一，真如国际电台
旧址举行揭牌仪式。

从1871年起，我国的国际
通信主权长期被外国电报公司
（局）侵占，直到1930年，真如
国际电台竣工，中国人终于自
行建立起自己的国际电台。真
如台是第一次中美通话的电
台，此后伴随中法、中德、中英、
中日等国际无线电报电路的陆
续开通，更是成为“远东最大国
际电台”，标志着我国国际无线
通信事业的开端。它经历了

“一二八”“八一三”淞沪抗战等
多场战争洗礼，曾多次遭到侵
华日军的轰炸与破坏，是“飞机
炸不毁”的电台，在最艰难的时
刻，即便四处游击也维持着国
际通信。

真如国际电台从成立之日
起，就成为我国国际通信的重
要枢纽，一直是我国主要的出

入口局，新中国成立后，真如电
台开通“浦江之声”，向世界传
播中国声音。这里的水塔、天
线、石碑、机房等一处处设施，
都见证了民族的解放与崛起。

如今走进真大路 6 号，有
一条“穿越·百年波澜壮阔”真
如电台探访路线，以真大路1
号桥为起点，途经 IDC 机房、
123号楼、碉堡、水塔，最后达
到终点发射塔，当年就是这座
无线发射塔向全世界发出了

“上海解放”的电讯。
在电台旧址的主楼里，还

保留展出了一批当年的老物
件，884步谈机、真如电台机房
内的老式温度计等，都记录着
电台的历史和发展。

旧址新挂上的铭牌上所
写：1949 年 5月 27日，真如国
际电台在中共党员和工作人员
等守护下，回到人民手中，并向
全世界发出上海解放的电讯。
这背后离不开中共党员薛耘等
人的艰苦斗争。1948年秋，薛
耘接到任务，要他到距离真如
国际电台3-4里路的旺巷村筹
办山海工学团旺巷分校，以便
通过农村的关系，渗入电台，保

护电台，迎接解放。薛耘通过
给学员讲授革命道理、常到学
员家中谈心等形式，与学员们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49 年
初，这所简陋的学校吸收了12
名共产党员，组建了2个党小
组，他们各司其职、积极备战，
逐渐摸清敌情，掌握了电台的
基本信息。5月27日，两个党
小组的同志，与电台工人、周边
村民共同组织起来的人民自卫

队，日夜守护着电台，终于使真
如国际电台完整无损地回到了
人民手中。

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如
今真如电台焕发了新的生机，
国内领先、国际一流的云数据
中心等在此落成。随着旧址揭
牌，这里将成为普陀区和中国
电信传承红色通信基因、践行
初心使命、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的基地。

真如国际电台旧址揭牌

“上海解放了！”响彻全世界

李白烈士故居重新对外开放

市民体验发报“电波永不消逝”

72年前，这里向全世界发出“上海解放了！”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摄

李白烈士故居重新开放。 青年报见习记者 郭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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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是上海”
系列短视频上线

上海解放 周年7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