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宝山区大场镇，有一座军营，那

里就是享誉全国全军的英雄连队———

“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地。而紧挨着
连队的，就是“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

展览馆。这个一年接待数万人次参观
者的纪念馆，曾经经历了多次搬迁和

改建，它的发展变化，折射出连队紧
跟时代步伐，不断砥砺前行的宝贵

精神。

1949 年，某部八连随大部队进驻
上海，担负南京路巡逻警卫任务。八

连官兵发扬我党我军艰苦奋斗、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传统，身居闹
市、一尘不染，成为人民军队英雄谱

系中一颗耀眼的明星。1963年 4月 25

日，连队被国防部命名为“南京路上

好八连”。
从 1982 年开始，连队把每月 10

日和 20日定为“为民服务日”。这一天

连队派出人员，在南京路为周边居民
和过往群众免费提供便民服务，一大

早便有很多人到为民服务点排队理

发、补鞋、修小家电等。家住浦东新区

的李贵珍老人，每月都要赶到南京路
请八连官兵服务，虽然每次来回路费

都要花不少钱，但她说“几十年的习
惯，改不了了”。

1993年，为纪念连队命名 30周年，
上级为连队修建了规模较大的连史陈

列馆。2012年，为迎接八连命名 50周年

纪念日，上海市拥军优属基金会帮助翻
建了设在宝山区上大路的“南京路上好

八连”事迹展览馆。新的展览馆为两层

框架结构，馆内设有虚拟激光雕刻、多

幕投影、幻影成像等高技术设施，再配
以灯光、音响和多媒体效果，形成了一

个融思想性、艺术性为一体的国防教育
基地。

在“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
讲解员介绍了八连的“四股劲”：永不服

输的拼劲，与对手抢时间拼速度的急

劲，跟自己“过不去”的较劲，倒也要向
前倒的冲劲。“南京路上好八连”所在部

队政治工作部主任刘国华说，“络绎不

绝的参观者，都是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

来到这里的，几十年如一日的八连官
兵，在这个展览馆营造了一处特别的

‘精神家园’”！
展览馆里展出的木工箱、理发箱、

补鞋箱，格外引人关注。为了培养官兵
艰苦奋斗的作风，连队设立了“三箱”，

营产营具坏了自己修、头发长了自己

理、鞋子破了自己补，现在“三箱”已经
传到了第 44代传人，八连官兵也掌握

了过硬的为民服务技能。

2017 年 4 月 25 日，在“南京路上

好八连”命名 54周年之际，连队从“霓
虹哨兵”转型成为“霹雳尖兵”，展览馆

也相应进行了再次改建，在传承好八
连“三大传统”“四好”基础上，围绕基

层建设纲要“三个过硬”目标要求，注
重赋予好八连精神新的时代内涵。展

览馆布展内容和画面进行了大幅调

整，同时引入 VR、AR、虚拟成像等智
能化电子科技设备，进行数字化改造，

提升场馆的科技感和现代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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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纪念馆：热血铸就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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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解放崇明岛登陆纪念碑

    上海解放战役中牺牲在浦东地区
的革命烈士长眠在这里。陵园内设立了
上海战役浦东纪念馆， 场馆序厅重达
10 吨的镇馆之宝———汉白玉浮雕，以
上海浦东地区为背景，生动再现人民解
放军在川沙、高桥等地与国民党展开激
烈战斗的场面。

三十九载，守一个“为民服务”之约 本报记者 江跃中 通讯员 郑宏 季凡 / 文
本报记者 江跃中 / 图

黄浦区南京东路 720号
第一食品商店五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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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解放纪念馆位于宝山烈士陵园
内东侧， 馆名由迟浩田上将题写，于
2006年 5月 26日正式开放。基本展览
为 《战上海———上海解放革命历史主题
展》，真实再现解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
上海的光荣岁月。

67 上海解放纪念馆 68 高桥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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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 5月 30日， 为解放崇
明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25军 75师从长江南岸浏河口横渡
长江， 主力从新河镇海桥港登陆。 6

月 2日破晓，岛上敌守军投降，崇明
岛全境解放。 纪念碑立于崇明解放
50周年之时。

    连队组建于解放战争时期，1949年进驻上海，1963年被
授予“南京路上好八连”。 展览馆以毛泽东的《八连颂》为灵魂和
主线，将现代化多媒体设施与历史实物结合，展现出连队从成立
到命名到转型的先进事迹和经验，以及从“霓虹哨兵”转型为“霹
雳尖兵”的风采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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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7年，新新公司在五楼
创建中国第一家民营广播电台
“凯旋电台”。 上海解放前夕，新
新公司中共党支部为迎接解放，

派数名党员控制、掌握“凯旋电
台”。 1949年 5月 25日凌晨，

解放军队伍进入南京路，播音员
向全市人民宣告 “上海解放了”

的胜利消息。

    宝山是上海解放的主战场，打响

了解放上海的第一枪。在外围的战事
中，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宝山。我军将

士打开了通往吴淞口的大门，为战役
的全面胜利奠定了基础。

1949年 5月 13日晨，解放上海
战役的第一枪在月浦打响。月浦是进

入吴淞和市区的重要门户，国民党守

军将它视为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吴淞
的重要据点，布下了数百个碉堡与数

十公里的壕沟阵地。
月浦战役是上海战役的第一场恶

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第 10

兵团第 29军第 87师 260团在这次战
斗中承担了主攻任务，从战斗打响即

对月浦发起了猛攻。至 14日，260团
攻占敌军月浦外围阵地，并在当日挡

住了敌军装甲部队的多次进攻。黄昏
时分，全团仅余 64名官兵，3营副教

导员张勇在战斗中为挡住敌军坦克突

入阵地，身先士卒，携集束手榴弹与敌
坦克同归于尽，壮烈牺牲。

月浦战役中，第三野战军第 10兵
团第 29军 87师 259团团长胡文杰始

终奋战在第一线。15日，敌海陆空三

军对月浦发起了猛烈的反扑，胡文杰
不幸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他是整个

上海战役中牺牲的解放军军职最高的

指挥员。近两千名解放军牺牲在月浦
战斗中。

据统计，整个上海解放战役中，共
牺牲 7613名解放军官兵，其中牺牲在

宝山的就有 5593 名，1886 名战士遗
骸埋葬于宝山烈士陵园内。

2006 年间，宝山烈士陵园（始建
于 1956年）进行了全面改扩建，重建

了宝山烈士纪念馆和“热血丰碑解放

上海烈士英名墙”，新建了上海解放纪
念馆。上海解放纪念馆位于宝山烈士

陵园内东侧，与“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
士英名墙”交相辉映。

2019年 7月，上海解放纪念馆开
展功能提升改造，包括纪念馆内部改

陈布展、立面改造、整体环境同步优
化等。外立面设计理念立足“解放”，

寓意破旧立新，勇往直前。

《战上海———上海解放革命历史
主题展》为展陈改造后的主展览。展览

运用丰富的史料、照片和文物，完整讲

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运筹帷幄，中
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不畏牺牲英

勇作战，中共中央上海局、上海市委全
力以赴里应外合，上海人民齐心协力

解放上海，以及解放后各界群众在党
和政府的领导下克服种种困难重建上

海的恢弘历史。

展览以时间为脉络，分为“运筹
帷幄”“军政全胜”“城市新生”三部

分，通过 300 余幅图片资料，142 套
共计 302 件革命文物和历史档案、

影像资料，深入挖掘上海解放前后

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真实再现解
放上海、接管上海、建设上海的光荣

岁月，其中许多文物和照片为首次对
外展出。

展览还设置了多处多媒体互动
展项，增强公众的参与度，使观众如

身临其境般见证人民军队解放上海

的光辉历程。

72 新新公司
（凯旋电台旧址）

宝山区宝杨路 599号

浦东新区欧高路钟家弄 78号

    原为圣约翰大学交谊楼，建于 1929年。 1949年
5月 2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进驻上海，曾
把交谊楼作为第一宿营地之一。 司令员陈毅、政委饶
漱石和上海局书记刘晓在此会见上海局副书记刘长
胜及中共上海市委部分负责同志，研究部署上海解放
后的接管工作。

73 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群
（交谊楼———解放上海第一宿营地）

长宁区万航渡路 1575号

宝山区沪太路 3100号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几度改迁初心不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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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上海
解放之战斗持续
了 16天，远东第
一大城市却没有
停水停电，创造

了奇迹。 但你可曾知道，

7000 多名战士倒在胜
利前夜， 如果想和他们

跨越时空对话， 别忘了上
海解放纪念馆； 党领导人
民保安队护厂护校，升起外
滩第一面红旗、 南京路第
一面红旗，如果要找寻“上
海天亮了”的感受，就请在
游海关大楼、逛永安公司时
把思绪放远些吧……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是工人运动、革命
文化运动和各民主阶层爱
国运动的主要堡垒， 正是
上海革命力量和全国革命
相配合， 才实现了上海的
解放。

百年大党·百个纪念地

黄浦区
南京东路 635号

75 “南京路上好八连”事迹展览馆

    1949 年 5 月 25 日，苏
州河以南上海市区获得解放。

为迎接解放军的到来和欢庆
上海解放，南京路上永安公司
的中共党员赶制了一面红旗，

并冒着生命危险登上公司大
楼最高处，将红旗插上
绮云阁，成为上海解放
时南京路上升起的第一
面红旗。

71
老永安公司（绮云阁———上海解放时
南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处）

    1949年 5月 25日清晨
4时 30分，江海关大楼（现上
海海关）挂出了巨幅标语“欢
迎人民解放军解放大上海”，

并在钟楼升起黄浦江畔第一
面红旗。 解放上海的斗争中，

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自卫组
织“人民保安队”总指挥部，设
在江海关大楼四楼的三间办
公室内。

70 上海人民保安队
总指挥部旧址

黄浦区中山东一路 13号
海关大楼 410、412、413室

崇明区新河镇天新村新艺 3队

  虹口区天潼路 395号

69 上海邮政博物馆

    博物馆所在的上海邮政大楼，在解放上
海的战役中是国民党军队困守苏州河畔的
最后一个据点。 1949年 5月 26日晚，经过
强大军事和政治攻势，国民党守军投降。

博物馆追溯了邮政的起源和发展历程，

记载了上海邮政早期党组织领导工人运动
以及革命先辈为新中国诞生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