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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

    本报讯 为纪念《解放日报》在上海创

刊 70周年，中国邮政将于 5月 28日面向
全国发行《〈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 70周

年》纪念邮资信封一套一枚，编号 JF130，
全国总发行量 87万枚。自 28日起，在全

国指定邮政网点、集邮网厅（http://jiyou.

11185.cn）、中国集邮手机客户端和中国集

邮微信商城有售。
《解放日报》原为中共中央机关报，是

党的历史上第一张大型中央机关报。1941
年 5月 16日诞生于延安，1947年 3月 27

日停止出版。1949年 4月，党中央决定将

“解放日报”报名交给上海，作为中共中央

华东局机关报兼上海市委机关报。同年 5

月 28日，《解放日报》在接管后的上海《申

报》原址创刊出版。
为适应移动阅读需求，2014 年起解

放日报推出“上观新闻”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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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迎来上海解放 70周年的时刻，浦

东新区陆家嘴干休所的离休干部孙克里，
向记者讲述参加解放吴淞口战斗的故事，

“我们用空白纸卷成话筒，向敌人喊话，一
鼓作气把敌人赶进了几幢木质的营房内，

彻底瓦解了敌军。”
1949年 5月，我 25军参加钳制吴淞

解放上海的战役，孙克里时任军政治部宣

传部刻钢板的油印员，被指定参加第一线
的工作组，任务是跟随 74师 222团 3营，

随时将胜利的消息、战绩等用捷报、号外
形式，以最快速度印出，发到指战员手中。

战斗打响了，营长吴广成指挥全营兵分两
路，一路由杨行向东攻击前进，切断敌宝

山和吴淞之间的联系，另一路以主要兵力

追歼向吴淞口黄浦江边逃跑的敌人。5月
26日，吴淞口炮台湾地区，集结了敌 12、

52、54、99军及特种兵部队等，约有一万
多人，拼命顽抗。我 3营用密集火力勇猛

穿插，战斗拼杀激烈，打得敌人晕头转向。

但在江边，还有一小部分敌人在拼死
顽抗。工作组的 3个人和战士一起冲上去，

对已被包围的这部分敌人，开展了政治攻
势。孙克里用印报纸的空白纸卷成话筒，利

用有利地形逼近敌人，边喊话边冲击，不间
断地鼓励同志们，以增强杀敌勇气。我军强

大的军事压力和有力的政治攻势配合，一

鼓作气把敌人赶进了几幢木质的营房内。
孙克里他们高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等

战地政策性口号。喉咙哑了，仍继续边喊话
边冲击，快速用火力压制敌人。

紧要关头，木质营房门缝里露出一支

手枪的枪口，对向孙克里，当场被孙克里的
一位战友发现，他立即对着枪口，用冲锋枪

扫了一阵，露出的枪口被消灭了，大家砸开
木质营房门，勇猛冲击，进门一看，地上躺

着十多个半死不活的敌人。这时，敌人已被

瓦解，实际上已成了俘虏，孙克里和战友把
他们押出营房，交给了俘虏营。

孙克里立即刻钢板出捷报。这次共战
斗近 5小时，我军 3营共歼灭 4000多敌

人，和兄弟部队歼灭的敌人加在一起就有
近 8000人，还缴获大量轻重武器。3营打

了个漂亮的追歼战，营长吴广成被评为战

斗英雄。5月 30日，孙克里又跟随 75师
攻打崇明岛，一次登陆成功，敌 11师副师

长刘贺田率部起义，我军共歼敌 3700多
人，解放崇明岛。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在上海解放

70周年来临之际，主题为“壮丽 70年 奋
斗新时代 纪念上海解放 70周年”走红地

毯、夜游黄浦江活动，在十六铺码头举行，
98 岁高龄的汪贤孝、95 岁的陈煜轩、93

岁的朱新祥、90岁的朱凯、郑静、黄瑞龙、
徐逸等，以及 20军老战士，家属和后代共

150多人应邀出席，走红毯、游浦江，追忆

峥嵘岁月，弘扬红色基因。
活动由上海新四军第 20军历史研究

会、上海新四军“沙家浜”部队历史研究会、
《驾车走世界》组委会等单位共同联手主

办。《驾车走世界》组委会负责人邹衍是上

海民间雷锋车队队长，宣传雷锋精神，曾

获得劳模称号。上海解放 70周年纪念日
到了，他想起了上海 70年的变迁，“如今

上海经济繁荣，人民幸福，离不开上海战
役中解放军指战员的英勇奋斗和流血牺

牲，我们不能忘记这些幸存者！”在他的
倡导下，有了这次邀请老战士走红毯、夜

游黄浦江的活动。

当天傍晚，在夕阳余晖的照耀下，老

战士们个个精神抖擞，或昂首阔步或坐轮
椅，来到十六铺码头走红毯。这是对老兵

的尊崇和关爱。
走红毯之后，在“金璨璨”游轮上举行

了联欢会，文艺工作者表演了精彩的文艺

节目，老战士们饶有兴趣高唱《我和我的祖
国》《我是一个兵》《解放军进行曲》等，歌声

响彻浦江。老战士汪贤孝感慨万千地说：
“1939 年时，我去常熟参加新四军，当时

黄浦江上游弋的尽是帝国主义的炮舰，一
艘日本兵舰‘出云号’我看得很清楚。10年

后打回上海，攻打浦东，黄浦江上敌舰还

向我军阵地猛烈射击，这些记忆犹新。上
海解放了，70年后的今天，上海有了翻天

覆地大变化，我感到无比的欣慰，相信在
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英烈九泉之下也会得

到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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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李瑛
记者 江跃中）“亲爱的爸
爸、妈妈，上海解放 70年

了，距离你们离开这个世界
整整 70载，你们牺牲时我

还未满周岁，如今我已年逾
古稀，你们却还是照片上年

轻的模样⋯⋯”这是革命烈

士陈尔晋、王曼霞夫妇的遗
孤陈冠宁写给父母的一封

家信，近日，“铭记五月———
革命烈士后代陈冠宁绘画

展”在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
关历史纪念馆举办，陈冠宁

用绘菊画莲的形式，来寄托
对父母无尽的哀思、歌颂他

们为人民解放事业牺牲的
崇高精神，并现场朗读了一

封写在上海解放 70周年之
际给父母的家信。

1949年 4月，中国人
民解放军百万雄师以雷霆

万钧之势突破长江天堑，南
京宣告解放。5月，解放军

迅速挥师南下直取上海。盘
踞在上海的国民党反动派

眼看大势已去，派出大批军
警、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并对

革命爱国志士实行惨绝人
寰的大捕杀，以此做垂死挣

扎。他们把安葬资产阶级民
主革命家宋教仁先生的“宋

公园”充作最后的刑场。从

5月 9日至 21日，在静安
“宋公园”被国民党反动派

所枪杀和活埋的从事情报搜集、策反工作的革命

者就有 43位，上海解放后他们均被人民政府追认
为革命烈士。革命英烈陈尔晋、王曼霞夫妇就是其

中的两位。“当时我母亲牺牲时，还怀有身孕。”说
到这里，曾是军人的陈冠宁不禁哽咽。

70年前，还在襁褓中的陈冠宁，对父母印象
全无。“当时我没能亲口叫声‘爸爸、妈妈’，听祖母

说，父母曾留话给我，党和人民就是我的亲人，如

今我通过绘画，来纪念 70年前包括我父母在内的
革命志士，他们无悔的付出，换来了伟大复兴的新

时代。”父母牺牲后，陈冠宁随祖父祖母生活，其祖
父曾是清末举人，擅画写意花鸟。陈冠宁现任上海

红星书画院院长，高级画师。本次绘画展共展出作
品 35件，作品以菊来寄托对父母的无尽思念、以

莲来歌颂父母的高尚情操。陈冠宁还被评为市爱
国拥军先进个人。

    今天上午，静安区上海商城剧院的舞台

上，朗读者饱含热泪，大声诵读。
遗爱般般在，勿忘缔造难。今天是上海

解放 70周年纪念日。上午，静安区各界群众
相聚一堂，用独特的“诵家书，忆英烈”主题

活动，重温革命历史，纪念革命先烈，传承红
色基因。

家，对于中国人来说有着最传统、最厚
重的意义。这次家书诵读活动，选取了杨开

慧、殷夫、宋公园四十三烈士等四组人物本人

或后人的家书，其间蕴含着革命先烈对理想
信念的执着追求，对党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

活动第一篇章“坚贞”，主办方邀请了上
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讲解员吴青为观众朗

读烈士杨开慧的家信《给一弟的信》。1929年
3月 7日，毛泽东妻子杨开慧在《国民日报》

上看到朱德妻子伍若兰被杀后挂头示众的
消息，预感到处境的危险，她最放心不下的

是几个孩子，不得不想办法安排好他们。
“说到死，本来，我并不惧怕，而且可以说

是我欢喜的事。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

我有点可怜他们⋯⋯”吴青深情的诵读，充满
对母亲与孩子的眷恋，背后却是视死如归的

革命气概。读信后的交流访谈和越剧演唱，更

让观众们透过历史看到一位坚贞不屈、纤弱
却坚强、终身为爱为信仰而生的伟大女性。

“左联五烈士”中的殷夫，曾就读于上海

市民立中学。主办方专门邀请了民立中学学
生诵读他写给对立阵营哥哥的新诗《别了，

哥哥》。诗中殷夫婉拒了哥哥劝导，并将自己
的信仰、追求和盘托出。作为“向一个阶级的

告别词”，诗中既有兄弟间的手足情深，也袒
露了一个为革命信仰献身无悔的战士襟怀。

随后上演的小品《诗人与作家》，则为观众们

讲述了鲁迅与殷夫的故事，生动再现了热血
激昂的革命者形象。

1949年 5月，就在上海解放前短短十几
天的时间里，丧心病狂的国民党反动派在宋

公园分 6批先后杀害了多名革命者，至今被

追认为英烈的共四十三名。陈老就是其中遇
难的一对烈士夫妻的儿子。节目尾声，71岁

的陈老诵读了在上海解放 70周年的日子里
写给逝去的父母的一封特殊家信。
“你们牺牲前曾留话给我，说：党就是我的

亲人。而如今我要告诉你们的是，七十年过去
了，党和人民依旧记挂着你们。感谢你们，感谢

所有为国捐躯的烈士，感谢诸位无私奉献，
换来了祖国繁盛之景。”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今天，听“朗读者”诵家书忆先烈
特写

用空白纸卷成话筒向敌人喊话
解放上海的故事

追忆峥嵘岁月 弘扬红色基因

26位“90”后老战士应邀游浦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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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日报〉在上海创刊70周年》纪念邮资信封明发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