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青年时代就投身革命，为党和人民事业英勇奋斗，期颐之年仍心系党史宣传教育，深厚的爱党之情令人感佩。”2月18
日，习主席给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百岁老战士们回信，向他们致以诚挚问候和美好祝福。

习主席的关怀和嘱托，让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成员们振奋不已。“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我们要做
永远年轻的革命人，把光荣传统传承下去。”已111岁高龄的新四军老战士施平在病床上写下“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的文
字，表达了一名百岁老党员对百年大党的美好祝愿。

“传承好党史军史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他们是一群历经风雨的奋斗者，战争年代，为驱除敌寇、守卫国土英勇奋战；和
平建设时期，为国家安宁、人民幸福奋发拼搏。进入新时代，他们继续燃烧生命，当好革命历史讲解员、优良传统宣传员、思想教
育辅导员，用实际行动诠释对党的绝对忠诚和无限热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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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个幸运的老兵，战争年代，很
多战友包括我的父亲都牺牲了，我活了
下来。没有千百万为革命献身的先烈，
就没有共和国的今天，这首弦乐合奏
《祭》献给为民族解放而捐躯的烈士们。”
2月 25日，在庆祝建党百年红色经典剧
目展演季发布会上，91岁的新四军老战
士、作曲家吕其明告诉记者，他的作品
《祭》将在大改后进行首演。

虽然已经 91岁，但吕其明仍勤奋工
作，时刻保持蓬勃朝气。在上海市新四

军历史研究会，吕其明不是个例。98岁
的王征明编写了《铁窗赤子心》续集，95
岁的斯简写作了《华野无线电风云》，95
岁的指挥家曹鹏依然活跃在艺术舞台
上……“走进研究会，人们总能被前辈
们的精神感染，他们身上始终充盈着对
党的无比热爱和无限忠诚。”上海市委
党史研究室主任、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
究会副会长严爱云对此感叹不已。

在新时代，如何向一代代年轻人讲好
革命故事，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10

年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出版各类
成果近20种，这些著作成规模、成系列地
全面反映了新四军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
的功绩。”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总编辑王
为松表示，今年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还将推
出一批高质量、标志性著作，并将以年轻
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广泛传播，为党史
学习教育提供更多更丰富的读本。

在该研究会，记者还见到由他们编
纂、即将面世的《新四军水网地区征战》
书稿，这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研究新

四军水网地区征战史的重要学术专著。
为尽可能全面深入展现真实历史，他们
搜集大量文献、书稿、史料，并奔赴多地
访问考察，书中不仅对水网地区主要战
役战斗的地形地貌特点进行了具体介
绍，还总结出水网地区征战的10种战法。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于1980年
11月由一批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新四军
老战士以及大专院校部分党史专家学者
共同发起成立，始终把弘扬铁军精神、传
承红色基因作为使命职责，以“学习、研
究、宣传、服务”为主要任务，以史鉴今、
资政育人，不断提高理论水平和研究宣
传效果。如今，他们已成为上海社联系
统规模最大的社团，有新四军老战士近
1000人、会员 4000多人。在这个政治性
较强的学术团体中，已过鲐背之年的长
者不服老，年逾古稀的老战士、老党员有
干劲，觉悟高、氛围好成为社会各界的一
致评价。

斗志昂扬 激情不减

用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

我们党的每一段革命历史，都
是一部理想信念的生动教材。我们
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磨难挫折
中成长，在风险挑战中壮大。百年
历程是光荣辉煌的一百年，也是艰
苦卓绝的一百年，更是开辟未来的
一百年。在即将迎来建党百年的特
别节点，开展学习党史军史教育正
当其时、意义非凡。

党史军史谱写着我军特有的基
因密码，需要我们真正弄懂吃透，在
重温历史中感悟初心使命，凝聚奋进
力量。党史军史承载着人民军队由
弱变强、创造奇迹的特有基因，蕴含
着我军血脉永续、根基永固、优势永
存的精神力量。一部《党章》一段历
程，一座丰碑一份记忆，一位烈士一
种精神，每一次的感悟都是一种精神
洗礼，都能深刻感受到作为红色传人
应该“学习谁、传承谁”，深刻感受到
今天的幸福“来自谁、需要感恩谁”，
真正从内心深处形成传承红色基因
的政治自觉、情感自觉和行动自觉。
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
安精神、西柏坡精神……这些我党我
军的优良传统，都是经过历史检验
的宝贵财富，是激励成长的营养剂和
引领价值追求的正能量。

党史军史记载着我军特有的奋
斗历程，需要我们不断回顾重温、引
领使命追求。我党我军的发展史就
是一部革命军人前赴后继、献身使
命的战斗史。1949年解放上海时
我军牺牲了7884名官兵，龙华烈士
陵园安葬着1700余名烈士。今天，
我们党已由一大时的 50余人发展
壮大到9100多万人，我们这支军队
从南昌起义的硝烟中一路走来，踏
上新时代强军新征程。一组组数据
在给予我们振奋力量的同时，也提
醒着我们，传承先烈的遗志必须担
起肩负的使命。党史军史是我们明
得失、知兴替的生动教科书。广泛
开展学党史军史，需要从得失之道
中深刻感悟理想之高、信念之坚、使
命之重，深刻认识只有站在民族复
兴的高度自觉践行使命，只有站在
强军兴军的高度忠诚履行使命，我
们的事业才能行之久远、前途才能
无限光明。

党史军史蕴含着我军特有的实
践要求，需要我们不断对照践行、永
葆初心本色。真理的一头在书本，
一头在实践。学习党史军史就是要
走进历史感悟传统，走出历史思考
传承。党史军史中的每一段文字、
每一幅图片、每一个影像都蕴含着
我党我军特有的实践要求。面对意

识形态领域尖锐复杂的斗争，面对
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价值取向日益
多元多样多变，面对信息网络深刻
改变思想舆论环境的新挑战，要自
觉从党史军史中汲取精神之“钙”，
强固听党话跟党走的精神支柱，始
终做到牢记根本、不忘初心。我党
我军从艰苦环境起家、以苦干实干
创业、靠不懈奋斗发展，艰苦奋斗早
已成为我党我军最鲜明的精神底
色，要引导各级在开新上有好姿态、
在奉献上有好心态、在担当上有好
状态，真正苦干不苦熬、实干不苦
守，身在好环境、干出好事业。

（作者为上海警备区政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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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上图：2月24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战士参加
绣党旗活动，用一针一线向建党百年致敬。

左下图：2月23日，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战士阮武
昌在上海嘉定的外冈游击队纪念馆广场，为学生们讲述新四
军的抗日故事。

右下图：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部分学术研究成果。

制图：扈 硕

“我要把对党的感情和对党永远忠
诚的心，绣进党旗里。”2月24日，94岁的
新四军老战士彭业长一边绣党旗，一边
激动地抒发感想。

“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历程艰辛曲
折、经验弥足珍贵、成就激励斗志。我党
我军的历史，集中蕴含和体现了老一辈
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上海市有关领
导表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在
革命年代、新中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进

程中始终走在前列。上海市新四军历史
研究会长期活跃在上海公众面前，成为
这座国际化大都市的精神坐标。

在“新四军与上海”历史研究中，该
研究会会同市委党史研究室联合举办 4
次“新四军与上海”全国性学术研讨会，
对上海在抗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和新四
军的丰功伟绩进行了深入研究。

2019年，在“新四军与上海”研讨会
上，92岁高龄的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

会名誉会长阮武昌作为亲历者满怀深情
地讲述了上海战役，分享了新四军与上
海的情缘：“新四军与上海人民休戚与
共、血脉相连，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洗
礼。抗战期间从上海先后输送到新四军
的各类人员约有 21000人，最终也是以
新四军为主力扩编组建的第三野战军解
放了大上海。”

3月2日，“我们都是收信人”学习座
谈会在复旦大学召开，老同志和年轻大

学生面对面，共同学习习主席的重要回
信精神，共学党史，探讨如何更好地让革
命薪火代代传承。

活动中，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老战士们被聘为复旦大学学生思想政治
工作校外指导老师，双方就党史军史革
命史研究、基层理论宣讲、红色文化建
设、师生社会实践等达成共识，共同倡议
把红色基因传承好、把红色资源利用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从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的角
度来看，我们的初心与使命就是坚守红色
阵地、弘扬铁军精神。革命前辈开创的红
色阵地，浸润着烈士的鲜血，决不能丢
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会长刘苏
闽表示，守住阵地是前提，传承精神是目
的，坚守和传承不是“守摊子”“吃老本”，
而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增强活力、不断
延伸，让铁军精神闪耀时代光芒。

坚守红色阵地 弘扬铁军精神

成为一座城市的精神坐标

“党领导我们千山万水走过来，胜利
来之不易。”2月 23日，在位于上海嘉定
的外冈游击队纪念馆广场，新四军老战
士顾海楼通过视频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
和革命故事，并亲切勉励学生们要认真
学习，创造更美好的幸福生活。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作为历史的
亲历者，老战士们的现场讲述更能打动
人、也最有说服力。外冈中学学生冯珊
珊从五年级便开始担任外冈游击队纪念

馆志愿讲解员，在聆听了老战士顾海楼
等人的故事后，她对记者感慨：“我一次
次被舍生取义、保家卫国的英雄们所感
动，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提高自己的
本领，长大后为祖国做出自己的贡献。”

面对来研究会参观学习的徐汇小学
学生们，老战士颜宁满眼慈爱。他向学
生们讲述了红军长征时，一名烈士在牺
牲前高举手臂交最后一次党费的故事，
讲述了新四军老战士黎明所在班为完成

阻击任务，全班12人牺牲10人仍坚持战
斗的故事。由于年事已高，他的嗓音已
不再洪亮，但话语间的真挚情感早已让
学生们湿润了眼眶。

“我们都是旧社会那根藤上的苦瓜，
是党把我们从苦海里救了出来。”“我们
是亲历者，我们不讲谁来讲？把历史告
诉年轻人，是我们的责任 。”这些都是上
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老战士们时常挂
在嘴边的话，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

来的他们，视传承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
作风为己任，竭力讲好红色故事。

据了解，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
自 1995年起便组建近百人规模的红色
宣讲团，他们以大中小学为主阵地、青少
年为主要对象，与 40多个学校、部队、街
道、企事业单位保持常态互动，举办了一
系列以理想信念为内核的主题教育活
动。据不完全统计，仅2016年至2020年
就宣讲 2100多场次，听众达 40多万人
次，覆盖沪、苏、浙、皖、闽等12个省市。

“只要能影响一个人，我们都会继续
宣讲。如今外出授课、参加活动已成为
我们老有所为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结
合自己的人生经历，讲述党的伟大奋斗
历程和辉煌成就，为青年一代开展理想
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希望成为一支独
特的文化力量，在万千听众心中播下信
仰种子。”新四军老战士鲍奇如是说。

使命在心 责任在肩

为万千听众播下信仰种子

有感而发有感而发

““传承好党史军传承好党史军史是我们的责任史是我们的责任””
——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弘扬铁军精神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弘扬铁军精神、、开展党史军史宣传教育纪事开展党史军史宣传教育纪事

■程礼兵 本报记者 樊 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