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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本报讯 市委常委会昨天下午举行会议，传
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

神、第三次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精神，听取我

市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上海

市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

见》。市委书记李强主持会议并讲话。

会议指出，要按照中央要求，统筹推进

全市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坚持把巩固

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摆在优先位置，更好支

持对口地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围绕促进

区域协调发展、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化创新

协同，拓展协作空间，强化市场机制作用，

保质保量完成对口帮扶各项目标任务。着

力推动对口援藏工作高质量发展，持续推

进民生改善、“组团式”智力支援、边境小康

示范村建设等重点工作，更好促进各民族

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会议指出，要毫不动摇坚持“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总策略和“动态清零”总方针，从严

从紧、从细从实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重点场所要严防死守，重大活动要强化管控，

重点行业要常抓不懈，全面落实中秋、国庆期

间各项防控措施。压实中高风险区来沪返沪

人员排查和健康管理，优化区域协查机制，做

到信息推送更快、排查管控更严。紧盯全球

疫情发展态势，提前备足资源力量，加大隔离

房源筹措，严密全流程闭环管理，坚决守好阵

地、筑牢防线。

会议指出，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中央

赋予上海的光荣任务，也是上海义不容辞的责

任。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做

好与福建省三明市、安徽省六安市的对口合作

工作，支持革命老区走出新时代振兴发展新

路。紧扣重点任务和合作要求，尽快建立健全

合作机制、制定出台实施方案，抓好各项任务

落地落实，力争形成高质量合作成果。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传达学习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口支援西藏工作会议精神

统筹推进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
李强主持市委常委会会议，还听取近期疫情防控工作情况汇报，

审议通过《上海市关于新时代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的实施意见》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今天是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7周

年。上午，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行纪念仪

式。社会各界代表在无名英雄纪念碑前向

抗战先烈敬献花篮，全体肃立默哀，共同缅

怀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的英烈和不幸遇

难的同胞。

值得一提的是，淞沪馆今天获赠由作曲

家陈田鹤长女陈晖捐赠的陈田鹤谱写的抗

战歌曲歌谱数字手稿和一批音像资料。

此次获赠的一组抗战歌曲作品均诞生

于战火硝烟中，包含《八一三战歌》《巷战歌》

《保卫上海》《跟着炮声前进》《孤军守土歌》

《血洒晴空》等。其中，《八一三战歌》是这

一系列组歌的得名歌曲，由音乐理论家廖

辅叔作词，表现了军民一心、参加战斗、不

畏牺牲、誓死保卫家园的热血忠情。《巷战

歌》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歌曲用

精练、准确、形象的音乐语汇，深刻表现了

巷战残酷恐怖的场景，形象立体地刻画了

战士的心理和国家危亡时刻民族的呼声。

田汉先生曾对此回忆：前线士兵极喜欢救

亡歌曲，他们学会了一支歌就非常高兴，希

望我们有人去前线教他们，特别是他们退下

来休息的时候，一支雄壮的歌可以恢复他们

的疲劳，鼓起他们再战的勇气。这批珍贵资

料经整理研究后，淞沪馆将以专题展览的方

式向观众呈现，成为爱国主义教育的又一生

动教材。

此外，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今天还派发

主题雪糕，让参观者体验不一样的历史滋

味。参观者通过参观展馆，完成打卡任务就

有机会免费领取，让观众在回忆峥嵘岁月的

同时，感受抗战胜利带来的幸福与甜蜜。

本报讯（记者 郜阳）“献血能拯救生命，

也能让我们更好地去了解和提高自己。”今天

上午，“爱暖申城，生命献礼”印度友人无偿

献血活动，吸引了近百名侨居上海的印度友

人分批来到上海市血液中心捐献热血，为亟

待血液救治的患者送上一份来自印度的生命

礼物。

Rahul先生是上海印度人协会会长，他有

一个响亮的中文名字：瑞虎。瑞虎和其他前

来献血的印度朋友一样，都同时热爱着中国

和印度。“作为两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

国，中印人民对于家庭、友谊和事业都有着共

同的价值观，都会因为帮助他人而感到快乐

和骄傲。”瑞虎告诉记者，“最近正值印度传统

节日象神节，在为期10天的节日里，不少印度

人民会以献血的方式庆祝节日，感恩生命，帮

助他人。”

现场除了参加献血的印度友人外，还有

不少印度小志愿者，他们大多十四五岁，身穿

志愿者服装，用流利的普通话和英文，为献血

者指引路线，维持活动秩序。这些印度孩子

从小随父母生活在上海，不少一直跟着父母

参加志愿活动。这些爸爸妈妈认为，献血活

动不仅能让孩子接触中国文化，还能教育孩

子学会爱与分享，是生动的人生教育课。

印度友人献血活动不仅是救死扶伤的公

益活动，也是中印文化交流活动。主办方为

了让印度友人们进一步了解中国文化，在中

秋佳节来临之际，邀请印度朋友们品尝月饼，

还特地安排了香囊制作、剪纸和龙飞凤舞字

等中国传统项目。

据悉，“爱暖申城，生命献礼”印度友人无

偿献血活动由上海市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上

海印度人协会、上海市血液中心、上海市血液

管理办公室、上海市外国机构服务处以及虹

口区血液管理办公室联合发起。

本报讯（记者 屠瑜）今天，适逢中共一大
纪念馆建馆70周年之际，“初心照耀——中共

一大纪念馆建馆70周年纪念展”在中共一大

纪念馆开幕。

1950年，由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提议，并

经市委讨论决定寻找中共一大会址，经历反复

勘察踏勘，沉寂了三十年的中共一大会址被查

实。1952年初，中共一大纪念馆前身——上

海革命历史纪念馆筹备处成立，下设中共一大

会址、中央工作部旧址、中共一大代表宿舍三

馆，同年9月，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完成复原

布置，开始对观众内部开放。

本次展览首次展出反映上世纪二十年代

法租界周边环境，五十年代会址勘察复原，七

十年代以来纪念馆管理、修缮、建设的珍贵档

案、文献、手稿五十余件，从馆藏12.8万件套革

命文物中精选180件实物

原件，翔实反映了中共一大

会址从开天辟地、隐姓埋名

到重见天日、举国瞩目的百

年过程，管窥中共一大纪念

馆七十年来文物征集、安

保、管理、研究、教育和宣传

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展览共分为两个部分，打破馆史展览的常

规时间线叙事，以专题形式创新内容及形式设

计手段。展览伊始充分利用天井空间，表现四

个时期石库门的外墙立面，并与艺术家顾奔驰

用丝线创作的作品《我们在这里彼此连结》相

互映衬，给观众带来时空变幻的穿越体验。

本次展览由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市档案

局（馆）、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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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赠《八一三战歌》《保卫上海》等抗战
歌曲手稿及一批音像资料

“爱暖申城，生命献礼”
近百名在沪印度友人上午无偿献血

陈田鹤(1911-1955)，中国作曲家。1911

年12月8日生于浙江永嘉。1928年入温州

私立艺术学院，1930年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

学校，从师黄自学习作曲。1934年任教于武

昌艺术专科学校。1936年在山东省立剧院

从事音乐创作及教学。1940年在重庆任国

立音乐院作曲教授兼教务主任，后随院迁至

南京，1949年任国立福建音乐专科学校教

授。1951年后，先后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中央实验歌剧院从事作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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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位印度友人在上海市血液中心献血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视频投影和全景沙盘展示纪念馆70年历史变迁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支持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是中央赋予上海的光荣任务，也是上海义不容
辞的责任。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全力做好与福建省三明市、安徽
省六安市的对口合作工作，支持革命老区走出新时代振兴发展新路

陈田鹤简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