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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弹呼啸处
音符在跃动

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抗战文物里的

家国情怀

泛黄的纸页晕染着岁月的水

渍，骑马钉处四个空洞赫然，仿佛

无声诉说着那段烽火连天的岁

月。在中共一大纪念馆基本陈列

展厅第五部分“砥砺前行 光辉历

程”第一单元，一件国家一级文物

静卧于玻璃柜中。它不是金戈铁

马，也不是宣言檄文，而是一份薄

薄的手稿——著名音乐家贺绿汀

创作的《游击队歌》原谱手稿。

五线谱上跳跃的音符与歌词间

潦草的笔迹，共同凝固了1937年冬

天，在山西临汾八路军办事处的那个

不眠之夜。这不仅

是一段旋律，更是硝

烟中淬炼出的民族

战歌，是中华儿女不

屈意志的永恒乐章。

本报记者 陈佳琳

从一块路牌、一个窨井盖，到下立交中
央的排水坑槽……上海城市交通道路的运
行，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支撑，而其背后，有
着一支专业的运维管理团队——隧道股份
城市运营智能运维事业部，他们在保障城
市生命线安全畅通的同时，不断推动设施
运维向智慧化、数字化转型。

路网运维“大管家”

如今，上海高速公路总里程已突破
1100公里，“建得多”不再是唯一目标，如
何让车“跑得快”、路网“管得精”，成为城市
精细化治理的关键命题。
作为上海首条通过改造实现智慧化的

高速公路示范工程，G15嘉浏高速在实现
车道“六拓八”的基础上，试点应用了交通
基础设施运管平台“嘉浏智慧高速运营管
理平台”，通过健康监测、AI事件识别等技
术，实现设施服役性能的飞跃性提升。
推动这一平台落地的关键团队正是智

能运维事业部，“95后”巾帼工程师王影正
是团队的关键人物之一。“嘉浏高速是上海
连接江苏的北大门，日均车流量超13万
辆，任何一处出现瓶颈，都可能引发链式拥
堵。”王影介绍，团队在一线走访中发现，传
统高速养护作业中的机械清扫、高温洒水、
占道抢修等低速运行车辆，是干扰通行效
率的一项重要因素。
为了破解这一问题，王影和团队成员

先向经验丰富的工人师傅请教养护施工细
节里的门道，又与交警、行业主管单位等反
复沟通交通疏导的痛点和规范制定的要
求，他们还在高温酷暑天奔赴现场观察，记
录不同养护作业频次对交通流的影响，最
终形成一整套理论完善、切实可行的“嘉浏
版”高速公路管控策略，成为嘉浏智慧管理平台的建设基石。

数字化转型“先行者”

随着公路交通发展迅速，养护压力日益增大，传统依赖人
工的巡检方式已难以满足需求，功效亟待提升。借助5G、云计
算、人工智能、数字孪生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力量，智能运维
事业部参与创建了国内首个城市级交通设施一体化智慧运管
平台。该平台聚焦交通设施的突发事件处置、日常作业监督、
设施结构评估等核心功能，来实现“一屏观全域、一网管运维、
动态防风险”。智慧平台下面还集成了7大专业级子平台，涵
盖隧道、大桥、高速、综合片区、快速路、轨道交通、智慧停车，
以及N项智能技术应用，智能运维事业部依托“1+7+N”的数
字化服务矩阵，用“数智”进一步赋能城市安全韧性建设。
“比如，在越江隧道方面，我们汇集了全国46条隧道超

92万件设备的数字档案，通过大数据预判病害风险。”隧道
股份城市运营智能运维事业部党总支书记、总经理胡坚良
举例道，通过对每一条隧道每一个关键构件的实时监测与
数字化管理，隧道运维从传统的“被动式”响应故障转向“主
动式”预测性管养。
“过去靠经验，现在靠数据；过去被动抢险，如今主动预

防。”胡坚良说，针对前端采集的病害隐患，通过大数据全面
分析，快速评价设施健康指标，来制定每日的精细化维保作
业。而通过“主动式”预测性管养，隧道可以保持良好的健
康状况，不仅市民的出行体验更好更安全，又能减少封闭式
的大修、中修的频次。
从事业部初创时管养8条隧道，到如今运管涵盖隧道、高

速公路等56个设施项目，数字增长的背后，是这支团队专业能
力与责任担当的不断淬炼。“团队有187名成员，平均年龄36
岁，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年轻队伍。”胡坚良说，目前，团队已将
“上海经验”的种子播撒四方，助力杭州文一路隧道成为全国
首条践行全生命周期理念的运维标杆，更将成熟的运营管理
经验成功辐射至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子弹与音符的交响

1937年底，淞沪抗战的硝烟未散，
贺绿汀随上海文化界成立的救亡演剧
队一路辗转，抵达晋西南的临汾刘村八
路军驻地。敌后战场，艰苦卓绝。在这
里，贺绿汀看到的不是消沉，而是游击
队员们面对强敌时的乐观与昂扬。简
陋的防空洞外，枪炮声、拼杀声不绝于
耳，但在贺绿汀的耳中，这些声响逐渐
化作铿锵的军鼓节奏，纷飞的战火点燃
了他创作的灵感火花。
八路军战士有个“三不打”原则——

瞄不准不打，鬼子离远了不打，看不清目
标不打。在极端匮乏的装备条件下，他
们练就了“神枪手”的本领，也铸就了贺
绿汀笔下流淌出的第一句：“我们都是神
枪手，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更令人动容的创作灵感，源自一次

炮兵部队的参观之行。当贺绿汀得知
眼前的炮兵装备竟全是缴获自日寇时，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句
歌词瞬间在他脑海中迸发，随之而来的
旋律激昂而流畅。那个寒冷的冬夜，贺
绿汀一气呵成，激情澎湃地完成了整首
歌的词曲创作。简洁有力、朗朗上口的
《游击队歌》，如同一支精神的火把，迅
速照亮了艰苦的行军路，也点燃了全国
抗战军民的心。

用口哨伴奏的战歌

1938年初春，在八路军总部的一次
高级干部会议上，《游击队歌》首次正式

亮相。舞台简陋，连伴奏的乐器都找不
到。戏剧家欧阳山尊灵机一动，用清亮
的口哨吹响了前奏。这独特的“伴奏”，
非但没有减损歌曲的力量，反而更添一
份游击战士特有的洒脱与豪迈。歌声
响起，瞬间唱进了在场每一位将士的心
窝。朱德总司令深受感动，郑重地将歌
词抄录在自己的日记本中。
这首歌的传播速度超乎想象。当演

剧队前往其他部队演出时，发现《游击队
歌》早已先他们一步传遍军营。战士们
自发地传唱，它成为行军的号角，冲锋的
呐喊。更有部队特意派人跋涉几十里
路，只为求得一份曲谱；有队伍高唱着
它，义无反顾地奔赴杀敌的战场。从华
北敌后到长城内外、大江南北，甚至在日
寇占领区，这首战歌都在秘密传唱。在
民族存亡的至暗时刻，《游击队歌》如一
道刺破阴霾的阳光，驱散了恐惧，凝聚起
必胜的信念，成为鼓舞亿万军民坚持抗
战、夺取胜利的精神图腾。

献给党的生日礼物

1943年，贺绿汀怀揣着这份珍贵的
手稿，穿越重重封锁，历经千难万险，终
于抵达革命圣地延安。在王家坪八路军
总部，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高度赞
扬：“你的《游击队歌》写得很好啊，你为
人民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忘记你的。”
战火并未远离。1949年，全国解放

前夕，已身着解放军军装的贺绿汀乘火
车南下返回阔别12年的上海。行至昆
山，突遭国民党飞机轰炸。危急关头，行

李、乐谱尽毁，唯独这份《游击队歌》手
稿，因被贺绿汀贴身珍藏而奇迹般幸存。

1961年，贺绿汀在《解放日报》发表
文章回忆《游击队歌》创作经过。时任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文物征集工作负
责人的陈绍康读后深受触动，意识到这
份原稿作为爱国主义教育教材的非凡
价值。他怀着敬意致电贺绿汀，表达了
征集意愿。电话那头，贺绿汀没有丝毫
犹豫，爽快应允：“我先找出曲稿，然后
请你到我家来看看谈谈。”几天后，在贺
绿汀家，陈绍康亲眼见到了这份承载着
厚重历史的手稿：两页泛黄的纸张，长
38厘米，宽27厘米，钢笔书写的音符与
歌词依然清晰。贺绿汀深情讲述了当
年的创作情景，随后作出了一个郑重的
决定：将这份凝聚着热血与信念的手
稿，无偿捐赠给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作为献给即将到来的中国共产党40周
年华诞的珍贵礼物。

1995年，这份意义非凡的手稿，被
国家文物局专家组正式鉴定为国家一
级革命文物。这是中国人民在强敌面
前英勇不屈、智慧坚韧的冲锋号，也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浴血奋战、走向胜
利的最强音。
穿越八十余载光阴，《游击队歌》的

旋律依然激荡人心，每一个音符，都曾是
射向侵略者的子弹；每一句歌词，都曾是
指引胜利方向的明灯。这份手稿所承载
的精神力量，如同永恒的进行曲，激励着
新时代的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征程上，继续砥砺前行。

贺绿汀创作的《游击队歌》
唱进每个八路军将士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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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满满的收获和喜悦，“2025法
国百名华裔中国行”夏令营的青少年们
昨天结束了上海站旅程，启程前往下一
站。在这几天行程里，他们走进机械艺
术博物馆、深入生物实验室的微观世界、
操控自动驾驶汽车的后台云端，感受科
技创新的脉动。一场场科技与文化的沉
浸式对话，让“上海”从课本里的文字变
成了可感可触的鲜活存在。

7月17日上午10时，营员们乘坐每
秒9米的高速电梯登顶金茂大厦，将浦
江两岸的城市风貌尽收眼底。窗外，东
方明珠在太阳照射下反射出紫色的光
芒，脚下，是星罗棋布的高楼大厦，车流
似水流般穿梭，营员们纷纷掏出手机，定
格下这壮丽的城市画卷。
“这儿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高！”18岁

的胡锌迪站在88层观光厅，手机镜头在

不同角度间切换。“高大上”是邓梓琪出
发前对上海的想象，也是她一周来的真
切感受。之前在学校课堂上，老师曾描
绘过上海是座规模宏大、科技领先的城
市。当她目睹那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和
街道上穿梭不息的电动汽车时，不由得
惊叹——原来想象与现实间的距离可以
如此之近。
巴黎和上海，9000多公里的距离，

13个小时的飞行，对华裔青少年们而
言，既是一场跨越山海的“归来”，亦是一
次朝向未来的“启航”。
上海的发展速度与现代化程度，不

仅体现在高楼大厦和先进的交通工具
上，更蕴含在城市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当结束了一周体验，被问及对上海留下
了怎样的印象时，营员们总绕不开“先
进”“发达”“方便”这几个词。

通过自己的体验，去感知一个更为
全面、真实和立体的上海，是营员们此次
行程的最大收获。曹铭南觉得生活在上
海的人们非常幸福：城市很大，生活却相
当便利。随时可达的外卖、干净准点的
公共交通、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手机
支付的快捷……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
节里藏着一座城市对“人的需求”的精准
回应。他特别提到，这里的人们总是笑
呵呵的，随时乐于向别人提供帮助，让人
倍感温暖。

启程前往下一站，他们的行李箱里塞
进了各种纪念品，心中装满了对这片土地
从陌生到熟悉的鲜活感悟。或许下次重
逢时，这座城市又会绽放出新的惊喜，而
他们与上海的故事，才刚刚写下序章。

本报记者 梅璎迪

实 习 生 许淑妍 陆忆凡

“2025法国百名华裔中国行”夏令营青少年告别申城

他们与上海的故事刚写下序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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