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昨天，有一个数字震撼国人：我国 GDP

总量首次突破 100万亿！ 另一个数字虽小，

也同样振奋人心———2.3%， 这是去年我国
GDP的增速。 放眼世界，中国是唯一实现正
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在一个特殊的年份， 听到这样的消息，

一种见证历史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时光呼
啸 100年，中国共产党人让这山河“换了人
间”，迎来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高光时刻”。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
么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答案就
在这百年风雨兼程之中。

100年，对于个人来说，可能是长寿者
的漫长一生，几代人的接续传承，但在历史
长河之中，不过是短短一瞬。

百年之前，就在上海，在一幢不起眼的
石库门小楼里，13位平均年龄 28?的年轻
人，代表全国 50?名党员，宣告了一个政党
的成立。

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彼时彼刻谁能想
象， 仅仅 28年， 中国共产党点燃的星星之

火，便席卷天下，成就燎原之势，不仅缔造了
社会主义新中国，更改变了一个民族未来的
走向。 曾有人把中国共产党比作“最牛创业
团队”，丝毫不夸张。

诗人艾青说过，光荣的桂冠从来都是用
荆棘编成。 回首中国共产党百年征程，从除
了信仰几乎一无所有的小党， 到今天超过
9000万党员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历经重
重磨难，却始终坚定自信，一往无前。

1927年，“四一二”“七一五” 反革命政
变，国民党反动派叫嚣“宁可枉杀一千，不可
使一人漏网”，共产党人血流成河。但他们擦
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又继续
战斗。 1930年到 1934年，历经五次围剿，

苏区面临灭顶之灾，党领导红军二万五千里
长征，实现战略转移，在陕北黄土地落脚，迎
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 1991年， 苏东剧
变，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却魅力四射，风景这边独好。1997年亚
洲金融危机、1998年大洪水、2003年非典
疫情、2008年金融海啸……中国共产党都

从容应对，无往不胜。

2020年的抗击新冠疫情之战， 更是无
可辩驳地告诉世人：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是风雨来袭时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是抵御风险挑战的根本保证；中
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洪荒伟力是战胜艰难险
阻的力量源泉；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民族精
神是凝心聚力的强大力量。

“原来你是这样的中国！ ”有人这样感
慨。 的确，2020年带给国人最大的感受，就
是对党和国家前所未有的信任与信赖，是整
个民族空前的团结与同心。 经历生死，我们
更懂得感恩和珍惜，更能体会到家和国的命
运与共。 一个以人民为中心的国家，一个心
系人民、造福人民的执政党，让人们感到安
心，对明天更有信心。

昨天，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中宣部在
国家博物馆举行“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百年奋斗启新
程，这让我们回想起革命先驱李大钊曾说过
的一句话：“黄金时代，不在我们背后，乃在

我们面前；不在过去，乃在将来。 ”这是一个
伟大的党，始终向前的身姿。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我坚信，中国共
产党成立 100周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 我坚信，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100周年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
定会实现。 我更坚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梦想一定会实现！

总书记口中的这些梦想， 曾经如此遥
远，现在又如此真切。梁启超在《新中国未来
记》里的预言，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的畅
想，方志敏在《可爱的中国》里的深情呼唤，

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逐渐化为现实。

征途漫漫，唯有奋斗。 尤其身在上海，这
座孕育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 这座红色基因
镌刻入血脉的城市，更应有“不辱门楣”的觉
悟。 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
胜。 背靠长江水、面向太平洋，我们唯有对标全
球最高水平、最好标准，在更高起点上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才能不负初心，不辱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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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档案馆迎来史上最大规模展览

近近近555000000件件件珍珍珍档档档讲讲讲述述述
“““建建建党党党百百百年年年 初初初心心心如如如磐磐磐”””

毛泽东曾说：“1920 年间，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
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中，人们对《共产党
宣言》尤其耳熟能详。昨天揭幕的“建党百年 初心如磐———长三
角红色档案珍品展”上，观众第一次看到另外两本已泛黄却历久
弥新的珍贵书籍：《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史》。正是随着一批传
播马克思主义刊物的出版，中国青年从马列主义的科学真理中看
到了解决中国问题的途径与希望，才有了今日祖国之繁荣昌盛。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为展

现建党百年的光辉历程，上海、江苏、浙江、安
徽三省一市档案局、档案馆联合主办“建党百

年 初心如磐———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
长三角地区 20余家各级档案局、档案馆拿出

各自的馆藏珍档，合力打造出上海市档案馆
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展览。近 500件革命历

史档案文献和影像资料中，逾半数为首次在

沪公开展示（见题图，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全国唯一一尊马克思银
质胸像复制件与市民见面

与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以往举办的各
类档案展相比，此次由长三角地区 20余家

档案局、档案馆合力呈现的红色珍档展规模
空前，展品是历届展览的约一倍，展品丰富，形

式多样，令人目不暇接，通过“开天辟地宏图
起”“革命洪流风云咤”“中流砥柱御外侮”“天

翻地覆慨而慷”四个部分，全景式展示中国共

产党团结带领人民坚守初心使命，历经千难
万险，谋求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壮阔图景。

走进展览现场，目光如炬的马克思半身

像令人驻足，凝神细看，这座半身像是根据
安徽省旌德县档案馆珍藏的马克思银像放

大制成的。原银像高 15.5厘米，重 250克，为
纯银空心浇铸而成，是共产国际赠送给中国
共产党的珍贵礼物。

之后，马克思主义在旌德广泛传播，使苦
难深重的贫苦百姓有了觉醒，纷纷投入革命，

全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1927年 5月
16日旌德农民武装攻城暴动比南昌起义还早

两个多月，虽因组织不严密而遭失败，却在旌德

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曾经被藏在脏袜子、腌菜碗、瓦堆上、稻
草中的马克思银像，来到中国已有近百年，

鼓舞了一代又一代人。这尊银像是全国唯一
一尊马克思银质胸像，现为国家一级文物，

以往，上海市民难得一见，如今，借着长三角
红色珍档联合展出的机会，其复制放大件来

到外滩，让更多人有了与马克思“见面”的机

会，可谓弥足珍贵（见上图右，孙中钦 摄）。

“七君子事件”完整档案
链首次拼齐

1936年 11月 23日，国民政府以“危害
民国”罪在上海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常

务委员和执行委员沈钧儒、王造时、李公朴、
沙千里、章乃器、邹韬奋、史良等 7人。“七君

子事件”震动一时。
在此次长三角红色档案珍品展上，来自

上海市档案馆和江苏省档案馆的馆藏珍档

首次“合体”，完整构成了“七君子事件”的档
案链。展览中，既有来自上海市档案馆馆藏

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宣言》和“七君
子”被“上海工部局静安寺捕房”逮捕的记

录，也有江苏省档案馆提供的《沈钧儒等危
害民国一案起诉书》，以及 1938年 12月 27

日发布的国民政府《最高法院裁定》。同时，
上海市档案馆馆藏的一张老照片也一并展

出，展示了“七君子”获释后与马相伯、杜重
远的合影，让观众得以重睹“七君子”风采。

上海市档案馆档案专家表示，此次长三
角档案馆合力展出红色珍档，既是更加完整

立体地展现出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也

是长三角地区档案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的一次成果展示。

珍档字里行间那些引人
关注的细节

建党百年来，在党的领导下，长三角地
区人民谱写了一首首可歌可泣的英雄诗篇。

这些辉煌历史大多记载于革命历史档案中，
珍藏于三省一市档案部门。因此，昨天开幕

的首展令人目不暇接。
安徽最早、最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

籍《白话书信》，张闻天撰写的南京地区最早

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社会问题》，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创办的《钱江评论》，何思敬

翻译的《共产主义原理》手稿和单行本……展
现了五四运动前后，一批活跃于长三角地区

的先进知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在促进马克思
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推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

工人运动的结合方面所作的积极努力。
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在上海、浙江嘉兴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
正式成立。此次展览展出了一大召开期间毛

泽东等 9位代表的住所———博文女校的外
景以及毛泽东、何叔衡住宿房间的照片，

1921年 7月 30日《申报》上的沪杭线行车时
刻表，还标注出代表们乘坐的列车班次。同

时，还有中共一大通过的两个重要文件：《中
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俄译稿）和《中国共

产党第一个决议》（俄译稿）。这些珍贵档案
较为全面地介绍了中共一大召开的过程。

在这些珍档的字里行间，还有不少引人
关注的细节。例如，1925年 8月 22日上海区

委发布《通告（枢字第一号）》，落款“胡枢蔚”

和文中出现的“胡棣蔚”就是两个具有上海
特色的隐蔽代号，分别谐音“沪枢委”和“沪

地委”。在这些文件中还可以看到，早在当
时，党组织在长三角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就已

“一体化”了。当时，上海区委又称江浙区委，
1927年，中共江浙区委第一次代表会议也正

是在上海的真如镇举行。正如上海市档案馆

档案专家介绍所说，从 1922年设立中共上
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到 1925年组建中

共上海区执行委员会，长三角地区党的自身
建设与发展取得相当成效，为全国党的建设

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长三角地

区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篇章。
展览中，长三角地区旧貌换新颜的历史

也通过纪录片、图片和文件等，得以生动还原：
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先后打响，1949年 1月

21日，合肥解放；4月 23日，解放军占领国民
党的统治中心南京，宣告国民党反动统治的

覆灭；5月 3日，杭州解放；5月 27日，中国最
大的城市———上海正式解放；1955年，我军

陆、海、空首次联合登陆作战，攻占一江山岛等
浙江沿海岛屿，实现浙江全境解放……这些

档案见证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人民解
放军浴血奋战解放长三角的“胜利之路”。

几十年后的今天，再看这些红色珍档，
重温历史，令人心潮澎湃，激情燃烧。据悉，

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举办的首展结束后，
展览还将在长三角 23个主要城市巡展，让

更多观众重温红色历史，感受“建党百年 初

心如磐”，同时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地区档案

工作一体化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