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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厅

回望峥嵘岁月 体会如磐初心
百年前方志敏在上海入团，他填写的《团员调查表》首次在沪展出

这封1954年写给李书城的信札
“回”到了中共一大纪念馆

“朋友！中国是生育我们的母亲。你们觉得这位母
亲可爱吗？我想你们是和我一样的见解，都觉得这位母
亲是蛮可爱蛮可爱的……”昨天上午，在中共四大纪念
馆，“小红花”志愿讲解员们与20名上饶市青年代表连线
齐诵《可爱的中国》，表达对方志敏烈士的缅怀以及对祖
国母亲的热爱。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2022年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
100周年，今年8月2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
革命家、军事家、杰出的农民运动领袖方
志敏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团100
周年。以方志敏烈士为代表的共产党人
所体现的精神境界和崇高政治品格，流淌
着伟大建党精神的血液。为进一步弘扬
伟大建党精神，追寻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

源，迎接党的二十大，昨天上午，由中共四
大纪念馆与江西省方志敏研究会共同举
办的“可爱的中国——共和国英烈方志敏
特展”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开幕。上海市政
协原副主席王志雄、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
究室副主任唐洪涛、共青团上海市委副书
记邬斌等来自上海、江西相关部门单位的
各位领导和嘉宾出席活动。

开幕式后，方志敏的曾孙方瀚辉为大
家进行了导览，介绍了曾祖父是如何走上
革命道路的。1922年7月至8月，从南伟
烈学校退学后，方志敏为寻求革命真理而
来到上海。虽然逗留的时间不长，但却迎
来了人生中的重要转折。赴上海后，他经
人介绍到上海《民国日报》担任校对。在上
海期间，方志敏与当时在上海工商友谊会
兼任文牍委员的赵醒侬结识，并到《先驱》
报编辑部见到蔡和森、俞秀松、高君宇等
人。后经俞秀松、赵醒侬介绍，方志敏加入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记者在展柜中，看到了首次在上海展
出的方志敏亲笔填写的《团员调查表》，在
关于信仰一栏，他填写的是“马克司主
义”；在评述社会现状一栏，他写道：“对于
现在的社会，是深恶而痛恨的，除了革命，
再无他想。”

“每每讲起曾祖父的这段历史，我都
感觉充满了力量，这就是一个热血青年在
党组织的引导下，为全人类的解放奋斗终
生的故事。”方瀚辉说道。

本次特展分为五个部分：“探索拯救
中国道路─从爱国学生到职业革命家”

“唤起工农千百万──农民运动的杰出领
袖”“血染东南半壁红──闽浙赣革命根
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者”“终将热血化英
魂──坚贞不屈、以身殉志”“崇高品格永
垂青史──中国共产党人的光辉典范”。
通过200余张历史图片，和方志敏狱中手
稿影印件，以及

《先驱》报、《救国时报》《民族解放先
驱方志敏》等16份文献、档案，诠释了方
志敏短暂而光辉一生。

展览还增加了方志敏入团介绍人俞
秀松和赵醒侬的相关展品，以及赵醒侬、
方志敏会见从南昌来上海的袁玉冰的有
关内容，这是被后人誉为大革命时期中共

“江西三杰”的首次会面。方志敏、赵醒
侬、袁玉冰三位烈士后来成为江西党团组
织的主要创始人，在江西领导了轰轰烈烈
的大革命运动。

方志敏和鲁迅也有一段特殊的缘
分。方志敏对鲁迅十分崇敬与信任，他入

狱后，把与鲁迅书信往来作为向党中央传
递文稿的途径之一。在《给鲁迅的信》中
他写道，“我已抱定牺牲的决心，估计已不
久于人世，我把自己最后心血的结晶这些
稿件交给你，还有给党中央的最后一封
信，请你一并转交给党中央。”以此为契
机，2009年“可爱的中国──共和国英烈
方志敏纪念展”巡展首展在上海鲁迅纪念
馆开幕，获得良好反响。时隔13年后，展
览再次登陆上海虹口，重回始发地。

来自上海市民办复旦万科实验学校
八年级的李悦睿和杜贝铭一早便从闵行
赶来虹口观展。“我之前朗读过《可爱的中
国》这篇文章，非常感动，这次在展览中亲
眼看见《可爱的中国——方志敏狱中手
稿》，更加让我心潮澎湃。通过展览，我对
他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格有了更深刻的了
解。”李悦睿说道。“回望峥嵘岁月、体会如
磐初心。今天恰逢方志敏在上海加入中国
社会主义青团100周年，我们可以在这天
观展，觉得特别有意义。我们要继承先辈
的精神，继续努力奋斗。”杜贝铭补充道。

《可爱的中国》
从党的光辉历史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团员调查表》
一个热血青年在党组织引导下奋斗终生

可爱的中国——共和国英烈方志敏特展。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方志敏亲笔填写的《团员调查表》。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本报讯 李书城及其家人的故事在中
共一大纪念馆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的一笔。李书城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
革命家、民主爱国人士，其胞弟李汉俊是
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中共一大代
表。百年前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正是在李书城、李汉俊兄弟二人的上
海家中召开。昨天，一封1954年写给李
书城的信札原件又“回”到了中共一大纪
念馆。

一大会场陈设物件，李书城及
夫人起到重要作用

老一辈革命家们的后人长期对中共一
大会址怀有深厚感情，对中共一大纪念馆
的各项工作一直给予关心和支持。昨天，
李书城幼子李声和的长子——李振亚先生
向中共一大纪念馆无偿捐赠了三套与李书
城及其夫人薛文淑有关的珍贵实物。

其中，印有“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用
笺”字样的泛黄信纸，记录着1954年的一
段往事：

“惟对于上述三处之房屋式样及内部
恢复原状布置诸端，尚存许多疑问，因思
上海望志路108号原为先生住宅，印象比
较深刻。为此，我馆拟在下月中旬敦请尊
夫人来沪一行，帮助我馆勘察关于恢复原
状布置工作。我馆至时当派专人来京迎
接，敬希能予协助为感……”

这是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前身上海革
命历史纪念馆（筹）于1954年2月23日写
给李书城的书信原件，内容是邀请其夫人
薛文淑赴沪对举办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场景进行考证。

此次捐赠意义特殊。“今天迎来的客
人，也可以说有着半重‘主人’的身份，因
为中共一大会址曾是他们家祖辈的寓所，
没有他们在此居住，中共一大也不会在此
召开。”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馆长薛
峰说。

革命遗物熠熠生辉，红色基因
代代相传

除了信札原件，此次，李书城出席各
种重要会议时曾使用过的公文包、李书城
夫妇以及全家人在不同时期的珍贵原版

照片也无偿捐赠给中共一大纪念馆。
“我有幸一直在爷爷奶奶身边长大，家

里头有好些珍贵历史物件过去都是由我父
亲保管的，父亲去世以后，这些就由我来保
管，所以，我还要陆续整理好，把老一辈革
命家的遗物陆续捐赠出来。”已经66岁的
李振亚表示，将这些遗物无偿捐赠给中共
一大纪念馆，是前人的夙愿，更是“物归原
主”，之后，这些遗物成为国家和人民的宝
贵财富，这也是非常有益于国家的事。

据介绍，今年是中共一大纪念馆建馆
70周年，纪念馆正全力打造建馆70周年
文物史料纪念展。届时，这些珍贵展品可
以在这次展览中全新亮相，见证中共一大
纪念馆70年岁月不平凡的发展，展现李汉
俊对于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贡献。

薛峰说，革命遗物是红色峥嵘岁月的
真实写照和生动反映，也是传承红色基因
的鲜活教材和永恒载体。中共一大纪念馆
将收藏好、利用好、展示好这些藏品，切实
发挥其历史价值和教育作用，让广大观众
进一步感受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的交相辉
映，让红色血脉和红色基因代代相传，让伟
大建党精神和党的初心使命永放光芒。

充分发挥企业
创新主体作用

本报讯 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昨天
在闵行区走访在沪央企和地方国企，深
入开展“防疫情、稳经济、保安全”大走
访、大排查工作，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按照“疫情要防
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总要求，在
市委坚强领导下，聚焦重点产业、重大项
目持续发力，营造良好市场环境，充分发
挥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为经济稳
增长赋能增势，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强化城市核心功能作出更大贡献。

龚正指出，上海国企要积极主动担
当作为，为全市经济稳增长增添新活力、
打造新亮点。要处理好新旧动能转换、
科技创新与实业发展、上海总部与服务
全国的关系，坚持做优做强主业，依靠创
新抢占新赛道，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升级，
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发展。要切实守牢安
全底线，确保安全生产责任到位，发动一
线职工开展好“查隐患、保安全”工作，坚
决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政府部门要
营造良好环境，破除堵点卡点，稳定企业
预期和信心，形成稳增长的合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