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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和新华传媒主办的红色记忆征集活

动告一段落。许多读者、市民踊跃提供珍藏的
照片、资料、物品，每一件背后都有故事，让人

感动。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家没有经历过惊天
动地的大事件， 祖辈也没有留下什么红色纪

念物，难觅红色记忆。前几天收到的一封读者
来信告诉我们，什么是普通人的红色记忆。

这是一封挂号信，里面装着几张邮票，

是十九大纪念邮票小型张和四方联，用白纸
小心地包着，一张纸上写了一句话：“小小邮

票寄党情，红色邮票忆党史。 ”我打电话过
去，是位 60多岁的女士，名叫蒋秀英。她说，

退休后开始集邮，有 10多年了。这套十九大
纪念邮票还是发行时通宵排队才买到的，当

时还被电视新闻采访过。这次看到晚报在征

集，就捐来了，“建党百年，表表老百姓的心
意”。这套邮票距今只有 4年，或许在我们征

集到的记忆中不算太独特、太珍惜，但对蒋
秀英来说，却是难忘且宝贵的。

这几张十九大召开的纪念邮票，就是蒋
秀英的红色记忆。 而对年轻人来说，一枚共

青团员团徽、一张入党宣誓的照片、一张革

命纪念地的参观券，甚至一本反复阅读的红
色经典，也都是红色记忆。而在父辈、祖辈那

里，则有更多的红色记忆等待我们去挖掘。

记忆如同一条长河， 源源不断地流淌。

红色记忆就在每个人身边，也深深印在每个
人的心里，不断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

    本报讯（记者 吴旭颖）上海是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地，也是红色文化的发源地。今
年的“世界读书日”因建党百年而有了特别

的意义。4月 23日下午，本报与新华传媒将
在上海书城福州路店举行市民文化客厅第

19期特别活动———“寻找红色记忆、传承百
年荣光”暨《百份红色记忆展》开幕仪式。

自 3月起，本报与新华传媒联合发起
“寻找 100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将

散落民间的历史记忆重新拾起。活动共收
到了百余份珍贵的红色记忆。其中，有第一

期《新青年》杂志封面、“七大”党章、各个年
代及不同文字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战争

年代遗留下来的临时党员证、保存完好的

党费收据等；有隐蔽战线工作者关露留下
的手稿，揭开曾经发生在红色据点“赵巷”

的革命传奇；有保存了 76 年的军毯，见证
了父辈们不惧炮火、冲锋陷阵立下的赫赫

战功；有血染的结婚证书，背后是不畏艰难
危险追求真理、志同道合为党的事业双双

献身的传奇爱情故事；还有一张《上海市军

事管制委员会布告》，仿佛重现了上海解放

的历史瞬间……
收到社会各界提供的线索之后，本报发

掘红色藏品背后的感人故事，推出了《一位
43岁在上海的环卫工人从旧纸堆里淘出 14

件压箱宝》《革命者后代王利威“寻根”路上
寻回一段红色岁月》《倾听老唱片上的“声音

档案”回望百年大党“青春的模样”》等一系

列深度报道，引起了热烈的反响。
《百份红色记忆展》分为“信仰之灯”“峥

嵘岁月”“百年风华”“书写传奇”四大板块。
开幕式现场，多位红色记忆的提供者和发现

者将亲临现场，讲述他们珍藏的红色记忆，
和大家一起回顾百年来的风起云涌，回望共

产党人的初心和精神。中共上海市委党校马
克思主义学院执行院长、教授王公龙还将分

享他的著作《共产党人的必修课》，为读者从
十个方面揭示出《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

和当代生命力。
展览将持续到 7月底，新民 App、市民

文化客厅 App将对活动进行全程直播。

一张蓝图
展开一张 1994年的《小陆家嘴规

划示意图》，上海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开

发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竺家颖和
原房地资源部经理火正基这对“老搭

档”回忆起那些曾经一起奋斗的日子。
这张“蓝图”上详细地标注着 1.7平方

公里陆家嘴核心地区的建设规划。

1984年入党的竺家颖家住在虹
口，工作在黄浦。1990年 12月，她接

到党委的通知，号召年轻人参与浦东
建设。当时的浦东，在人们眼中又远

又荒，但她却二话不说，甚至没有询
问家人的意见，就决定“跟党走，去干

一番事业”。来到浦东后，她常常一年
365天、一天 24小时待命，一忙起来

什么都顾不上，连儿子小升初录取的
电话打来，也没时间告诉家里：“浦东

建设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项事
业。我只是一名普通党员，能在国家

需要我的时候站出来，为浦东建设出
一份力，是我一辈子的骄傲。”

有一次，她带着儿子路过当时的
外滩，以浦东为背景拍下了一张合

影。当时，她指着还很空旷的江对岸
跟儿子说：“浦东总有一天要亮起

来。”去年，66岁的竺家颖又带着一
家人故地重游，在相同的位置，她的

儿子抱着孙子以灯火辉煌的浦东夜
景作为背景拍下一张新的合影。竺家

颖当时感动得落下泪来：“你看，浦东
真的亮起来了。”

竺家颖说，公司里从各区调来参

加浦东建设的，80%都是党员。她的
搭档火正基用手指在规划图上轻轻

划下一个圈，说：“这里就是现在的金
茂大厦。”随后，他又拿出一张《陆家

嘴金融贸易区设想效果图》，点了点
当中的金茂大厦：“你看，从这个平面

图里的方块，没几年就变成了这样一
栋大楼！”他坦言：“当时拿到这两份

图纸，我热血澎湃。站在一片荒芜的
田地里，看着这样一张高楼林立、繁

华都市的效果图，想着我就要把这里
变成这样，谁能不

热血沸腾呢？”虽

然当时的浦东还
几乎是一马平川，

但许多人都没想
到，效果图里的景

象很快就成了现
实，如今世界闻名

的“最美天际线”

迅速地在黄浦江
岸“生长”了起来。

一块大屏
上海新大陆传播有限公司原董

事长赵抗卫今年已经 70岁，党龄 47

年。他带来的浦东老照片，与火、竺
二人手里的效果图形成了鲜明的对

比。照片里夜晚的浦东，还只有东方
明珠那一点亮，与效果图相比，显得

格外空旷和静谧。作为陆家嘴建设

者之一，赵抗卫也曾给浦东增添过
一点亮光。

1994年 4月，浦东陆家嘴竖起
了一块 300 平方米的电子显示屏，

是当时亚洲最大的一块。显示屏落
成之后，便开始循环播放宣传浦东

的动画视频以及各种浦东新政策，
成为浦东开发开放最佳的宣传渠

道。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送来锦旗，上

面写着“让浦东亮起来”。“因为那个
时候，晚上的浦东还是漆黑一片。这

块屏竖起来以后，人们就知道，在黄
浦江边看过去，那块大屏幕在的地

方就是浦东。它是越来越多灯光广
告让浦东‘亮起来’的开始。”赵抗卫

介绍道。

说起这块屏幕的采买过程，赵
抗卫记忆犹新。当时，他带着团队去

外国谈项目，于是便进口了这块屏
幕。“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外国媒

体报道浦东用的是老渔村和小渔船
的图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外国人

对上海浦东的印象就是那个样子

的。但这块屏幕落成后，外国媒体也
报道‘陆家嘴有了一台亚洲最大的

电视机’，改变了许多外国人的固有
印象。”

后来，这块曾经的“亚洲第一屏”
被浦东越来越多令人眼花缭乱的灯

光所替代，震旦大厦那块超过 3000

平方米的巨大屏幕更是它的十倍大

小，甚至打破了吉尼斯纪录。但赵抗
卫引进的这块屏幕，始终是一个起

点，更是一个信号，见证了浦东 30年

来腾飞的印迹。
本报记者 吴旭颖

普通人的一份红色记忆
□ 邵宁

    本报与新华传媒联合发起“寻找 100份红
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

《百份红色记忆展》
本周五即将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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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4月 23日世界读书日的临近，新民晚报与新华传媒联合发
起的“寻找 100 份红色记忆”主题征集活动已经接近尾声，一封封来
信不仅述说了革命年代的英雄事迹，也记录下和平年代建设者们的
奋斗征程。日前，三位曾投身陆家嘴建设的老党员翻出旧图纸和老照
片，讲述了他们为浦东开发开放而奋斗的红色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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