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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昨天，“传承红色基因 新
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百岁老战士们重要回信精神”座谈
会在上海市龙华烈士纪念馆举行。会
上，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社科联、市委
党史研究室、团市委共同签署了关于联合
开展“百年路·英雄魂”系列主题宣讲活动

的框架协议，之后，将共同组织“百年路·
英雄魂”系列主题宣讲活动，让红色基因、
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百年路·英雄魂”系列主题宣讲活
动，面向社会公众，重点是在青少年中开
展革命传统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讲好党
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厚植爱
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让红色基
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当日，新四军老战士代表曹鹏、上海

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苏闽携青年
和学生代表共同启动“百年路·英雄魂”系
列主题宣讲活动之一——新四军“铁军精
神”宣讲活动。刘苏闽说，新四军老战士
是我们党百年奋斗的参与者和见证人，也
是伟大建党精神和铁军精神的践行者和
弘扬者。他们在战争年代听党指挥、英勇
杀敌；在和平年代服务人民、无私奉献；离
休后始终坚守红色阵地，积极当好革命历
史讲解员、优良传统宣传员、思想教育辅

导员，播撒“红色种子”，传承红色基因，展
现出宝贵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格。106岁
的老战士程亚西则表示，党的先进性最终
要靠党员的先进性体现，作为一名老党员
应该从严要求自己，永葆党员的先进性。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我们将
大力弘扬建党精神和铁军精神，铭记初
心使命，坚持不懈奋斗，以优异的成绩向
党的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献礼。”刘苏
闽说道。

百年路英雄魂 红色基因代代传
系列主题宣讲活动启动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上海市静安区新闸路613
弄，一处原名“经远里”的百年石库门里
弄，曾是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所在地。“经
远”有经涉远途、作长远谋划之意。中共
中央军事部（也称军委）和相应机构诞生
于上海，在尖锐复杂和险恶的环境中，对
武装工农、举行起义、创建人民军队、指
导红军建设等重大问题进行了艰辛探
索。

昨天下午，“初心讲堂”第十五讲在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开讲。来自上海
航天局的30名党员来到讲座现场，深入
了解中共中央军委在上海艰苦的斗争
历程，仔细聆听周恩来、杨殷、彭湃等革
命者的光辉事迹。

本次课程邀请到中共上海市委党
史研究室研究一处处长、上海市作家协
会会员吴海勇为学员们带来题为《中共
中央在上海的军事工作》的讲座。1928
年至1929年间，中央军委在上海运筹帷
幄，艰难实践着“枪杆子里出政权”的宏
伟预言。“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伟大
建党精神贯穿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历
程。革命先驱们深知革命没有不流血
而成功的。共产党人从地上爬起来，擦
干净身上的血迹，以武装的革命反抗武
装的反革命，最终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
的胜利。

讲座结束后，学员们观看了情景短
片《革命家书》，视频通过沉浸式演绎的
方式，再现了杨殷、彭湃几位烈士的家
国故事，将烈士们在狱中写给上级组
织、妻子儿女饱含深情、感人肺腑的一
封封书信深刻形象地展现在大家眼
前。“历史上的他们是英雄的、伟岸的，
可当我们展开信件，阅读他们作为父
亲、丈夫最真实、质朴的感情，有限的字
句书不尽对后来人的谆谆嘱托。”一位
学员动容地说，自己上了一堂特别有意
义的党史课。

第二批藏品一半以上为新征集所得
据了解，首批50件文物藏品主要是

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大部分是党
在创建活动、大革命洪流、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的革命和斗争的重要历史见
证物和烈士遗留物。第二批50件文物藏
品则主要是反映社会主义建设、改革开放
和新时代，两批共100件文物藏品串联起
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
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首批文物藏品全部来自中共一大纪
念馆原有馆藏，而第二批发布的文物藏品
一半以上是新征集的。如1966年聂荣臻
元帅等与“两弹一星”功勋在核导弹试验
成功后的合影、第一批援鄂抗疫医疗队的
签名队旗、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赵坚同
志的荣誉证书、1997年香港回归时中国
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战士保存的纪念
盘等。

让藏品成为青少年思政教育大宝库
第二批文物藏品里，还有一些恰是我

们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如计划票证、通讯
设备“大哥大”、收音机、电视机、手表、拍
摄身份证的照相机等，这些东西现在还不
能称为“文物”，但是它们见证了历史，随
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越来越珍贵，越来
越稀缺，也会成为重要的文物藏品。

展示现场，拍摄第一代身份证的海
鸥牌老式大型室内落地式照相机就十分
引人瞩目。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公民没
有居民身份证，证明自己身份的时候用
的是户口簿和单位介绍信。1984年4月

6日，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颁发居民身
份证若干问题请示的通知，同时公布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试行条
例》。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公
安部公布施行居民身份证条例实施细
则，我国逐步建立了一整套居民身份证
使用、管理制度。

1984年至1991年，是中国颁发居民
身份证的试点和集中发证阶段。北京、上
海、天津等九大城市相继开展了试点工
作。公安部第一研究所借鉴国外证件技
术的制作工艺，制定了制证技术行业标
准，举办了几十期发证组织工作和制证设
备、制证技术培训班。这台老式大型室内
落地式座机是当时南汇地区（今浦东新
区）六灶、祝桥、瓦屑、三灶四镇居民拍摄
第一代身份证时所使用。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峰
说，在“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活动中，
创新方式方法、工作思路，注重仪式感，通
过多媒体、沉浸式、馆校合作的模式将馆
藏藏品带进校园，带入课堂。“我们将进一
步用好用活红色资源，丰富红色故事呈现
方式，使中共一大纪念馆的馆藏藏品成为
党史学习教育的生动材料，成为青少年思
政教育的大宝库，进一步弘扬伟大建党精
神，激励广大青少年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

2月17日也是上海中小学开学日，中
共一大纪念馆带着馆藏珍贵文物——秦
鸿钧烈士使用过的柯达照相机来到报童
小学，开启中共一大纪念馆百件革命文物
进课堂的第二十一场活动暨学校2021学
年第二学期开学第一课。

“初心讲堂”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开讲

学员聆听“初心讲堂”授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百物进百校 百讲证百年

第二批藏品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展出

青少年在中共一大纪念馆观展。 受访者供图

伴随着新学期开学，中共一大纪念馆“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活动

第二批50件藏品正式公布，标志着“百物进百校，百讲证百年”活动进入

新阶段。中共一大纪念馆方面表示，两批共100件文物藏品串联起中国

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的重要实物见证。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