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年
前的 #月 $%日，上海解放战役第
一枪在月浦打响，无数英雄烈士用
血肉之躯，造就了我们今天的幸福
生活。为缅怀革命英烈，铭记革命
历史，今天，“致敬英烈———宝山区
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纪念活动”
在月浦公园举办。%&&多名来自宝
山各界的人士怀着崇敬的心情，在
上海战役月浦攻坚战纪念碑前，祭
扫为解放上海牺牲的英烈们。
在全场高唱的国歌声中，武警

战士为革命先烈献上花篮。随后，
宝山区领导整理挽联，全场致鞠躬

礼。现场还安排了一个特殊环节，
$'名新党员在这个特别的地点举
行了庄严的入党宣誓。

上海战役是解放战争中最难
打的城市攻坚战之一，也是宝山人
民最深刻的红色记忆。这里，打响
了解放上海战役的第一枪。当年解
放上海的人民解放军共有 $& 个
军，其中 (个军在宝山激战，攻克
了国民党自诩为“固若金汤”的海
陆空立体防御，为全面胜利奠定了
坚实基础。经过 )*个昼夜的鏖战，
上海这座东方国际大都市完整回
到了人民手中。

宝山各界人士月浦公园致敬英烈
! ! ! !“大上海解放了。”“小报童”
在庆祝上海解放 !+ 周年文物图
片展上为观众派发的《上海人民》
号外版（复制品），让不少观众如
获至宝。“这样的展览不仅让我了
解到了 !& 年前上海解放的众多
细节，更获得了这么珍贵的红色
文创产品，真是不虚此行。”市民
王小姐说。

据主办方之一的上海龙华烈
士纪念馆馆长薛峰介绍，在此次
展览中，共将派发 $(&& 份《上海
人民》号外版（复制品）。“为迎接
上海解放，上海地下党在马立斯

小菜场附近（今大沽路）一间石库
门统客堂内，设立了一个地下印
刷所，对外公开挂牌，其实秘密刊
印内部刊物。$,-,年 -月 .日，以
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印刷
的《上海人民》第一号面世了，它
对迅速、及时地传达党中央的精
神，对组织上海人民、迎接解放起
了积极的作用。《上海人民》),-,
年 (月 /(日号外，内容主要是解
放战争的捷报和上海人民喜迎解
放的报道，如‘解放军已占领伪警
备部’、‘上海北区昨晚解放’、‘商
店纷纷开门’、‘锣鼓秧歌响彻街

头’等。开题就是《大上海解放 解
放军约法八章》。这一天，苏州河
南岸解放，地下党在大街上散发
《上海人民》号外，高呼，‘大上海
解放了’。”

“我们这次一方面通过真人
演绎、还原历史的方式，引起观众
的好奇心———这份报纸是什么？
是怎么来的？”薛峰说，“另一方
面，我们还会在银行的场景中，加
入兑换‘人民胜利折实公债’。”

解放之初，上海陷入严重的
经济困难，由陈云主持召开的中
央财经会议明确提出“全国支援
上海，上海支援全国”方针。正是
在中央的统一调度下，全国物资
支援上海，上海解放之初顺利快
速打赢了“其意义不下于淮海战
役”的金融之战，上海的物价逐渐
稳定，上海人民的生活得以好转。
),(+年初，为了支援国家建设，上
海人民积极购买国家公债。“这是
‘国’和‘家’关系的一种具体体
现。我们将当时一分钱公债的票
面制作成书签，对于观众来说，这
是一段真实的历史，也具有积极
的象征意义———思考当下个人对
国家的责任。”薛峰说。

首席记者 方翔

“小报童”派发《上海人民》号外
红色文创!让你拥有一份珍贵的记忆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谢继瑾 视觉设计/竹建英2019年5月26日/星期日

上海新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他们曾将上海解放传单贴满街头
!"年前的"卖报小行家#讲述当年故事

! ! !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
下午，上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周年暨上海解放 !+周年歌
会，在黄浦公园人民英雄纪念塔下
举行。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慧
琳，市拥军优属基金会理事长周太
彤，以及驻沪部队官兵、有关部门
负责同志、企业家代表、市民等共
)+++多人出席观看。
歌会分“解放大上海”“建设新

上海”和“奋进新时代”% 个篇章。
情景表演中的人民解放军军歌，把
人们带到了百万雄师过大江后我
军挺进上海的雄壮场景。《解放区

的天》唱出了人民喜迎解放的欢
乐。艺术家讲述的《英雄赞歌》，讴
歌了为解放上海英勇牺牲的数千
名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改革开放
以来，上海是希望的田野和沃土，
上海和国家一道在走向复兴。歌唱
家王宏伟一曲《强军战歌》，让人们
热血沸腾，歌唱家魏松一曲《不忘
初心》，唱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歌
会在指挥家曹鹏指挥下的全场合
唱《歌唱祖国》歌声中落下帷幕。

歌会由上海警备区政治工作
局、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市拥军优
属基金会等主办。

庆祝上海解放70周年歌会举行

庆祝上海解放 !"周年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这几乎
是每个上海人都熟悉的旋律。你可曾知晓，70年前的今
天，上海全境解放前夕，正是这群小报童把“上海人民团
体联合会”印制的《庆祝上海解放、欢迎人民解放军》的
传单发送、张贴到大街小巷。

时至今日，当年的小报童们已经到了耄耋之年，每
年5月和10月，他们总会如约相聚———5月是上海解放
的日子，10月则是新中国的生日。

在黄浦区山西南路上，由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陈鹤
琴为穷苦报童创办的报童小学，至今仍桃李芬芳。在母
校校园，几位老人向记者讲述了当年的故事。

" !小报童"再

现当年上海解

放时叫卖红色

号外的情景

杨建正 摄

一进校门不再是小瘪三了

报童小学校史馆还保留着当
年小报童们使用的卖报袋，足足有
半人多高。
父亲出海时船只被日军击沉，

母亲和弟弟、妹妹几年内因贫病交
加而亡，哥哥姐姐则各自出门去学
生意……在今年.*岁的何翠宝老
人心中，七口之家分崩离析的苦难
始终清晰。.岁开始，小姑娘就需要
独自面对磨难。
“总是天不亮就要去申报馆附

近的报贩子那里批报纸，卖日报，
下午四五点钟再去卖晚报。卖报要
跑得快，才好抢到生意。否则，就有
可能要‘吃烧包’……”何翠宝说。
“吃烧包”，是报童们的“行话”，指
当天的报纸没有卖完。
报童们的命运，在),-.年春天

得以改变。“-月的一天 0我正在南
京路上卖报，一个青年人亲切地
问我，你愿意去读书吗？我说我
没钞票。没想到，他跟我说不用钞
票！”刘慧珍后来才知道，这位好心
的青年就是中共地下党员张家昌
老师。

被张老师带到当时位于四川
路青年会二楼大厅，她才看到，和
自己一样好运的，还有几十个小
伙伴。他们分为大、中、低三个班
级，年纪大的十八九岁，小的才八
九岁。
从踏进校门的那一刻起，他们

惊喜地发现，自己一夜之间不是小
瘪三了！

白天卖报晚上到校学习

被小报童们视作“一个全新世
界”的地方，正是报童小学。1,%.
年，陈鹤琴曾先后在上海创办了十
所报童学校，倡导“一切为了儿童”，
重视和积极推进苦难报童的义务教
育。$,%,年，十所学校的报童们身着
统一背心，上街叫卖，并将义卖所得
全部捐给抗日前线的战士。

然而，一年不到，受到当局压
力，传播进步思想的报童学校就被
迫关门了。直至$,-.年，报童小学重
新招生。教师中，有多名地下党员和
进步人士。报童们白天卖报，晚上到
校学习文化接受救国启蒙教育。进
步报纸成了报童们活的教科书，报
童学校也成了传播先进文化、宣传
爱国教育、发展进步力量的摇篮。
语文、算术、唱歌、舞蹈……刘

慧珍记得，第一节语文课上，老师

教的是著名教育家陶行知的小诗，
“人生两件宝，双手和大脑，一切靠
劳动，生活才美好。”老师就像哥哥
姐姐们一样亲切。

在老师们教诲下，报童们卖报
时也有了选择———只卖进步报纸，
汉奸们办的反动报纸，坚决不卖。

!报童近卫军"悄悄送传单

$,-,年春天，如何将上海解放
的进程及时告知百姓？如何戳穿国
民党反动派的谣言？一支“报童近
卫军”秘密组建起来。
发传单前一天晚上，报童们先

准备好传单。第二天清晨，天蒙蒙亮，
大家赶到约定的四川路邮局会面，然
后将传单一份份在报纸里夹好。
报童们熟悉地形，尽量不走只

进不出的“死弄堂”，并有人负责望
风———太平无事就喊“《大公报》要
�？”可以放心地将传单塞进人家

门缝或报箱；发现有人来了就喊
“《新闻报》要�？”发现可疑的人来
了就喊《申报》要�？”大家就赶快
散开。“紧张总归是紧张的，但是小
报童们都很活络，每次都能完成任
务。”刘慧珍说。

秘密做红花迎接解放军

$,-,年(月，经上级党组织同
意，报童小学党支部决定全校建立
公开的进步学生团体“好朋友团”。
以党员学生和“报童近卫军”战士
为骨干，分头发动同学们秘密制作
红花、红星、小红旗，排练欢迎解放
军的歌舞。小报童们穿梭大街小
巷，侦查敌军驻防、武器装备，成为
可靠的小情报员。
“一听上海要解放了，我激动得

跳了起来！”说到这，何翠宝老人难
掩兴奋。为了不引起怀疑，老师叮嘱
小报童，若是有人问起为什么要做

红花，就说是学校开联欢会要用。
(月'(日晚，人民解放军攻进

上海苏州河以南地区后，部分同学
分别参加了“人民保安队”“人民宣
传队”，或上街维持社会秩序，或进
行“三光行动”———将革命标语贴
光、革命传单发光、残留在街巷的
反动标语撕光。“好朋友团”和“报
童近卫军”们则集中到“四明公所”
（现淮海东路广西路口）制作标语。

(月'*日清晨，张家昌老师带
领约'&名报童到格致中学集中，冒
雨上街张贴人民解放军进城《布
告》。在庆祝上海解放大游行时，报
童们学的歌舞、做的红花全都派上
了用场。(月'!日上海全境解放。当
晚，师生们聚在四川路青年会大礼
堂，第一次唱响了《东方红》。
上海解放初期，报童小学师生

曾先后给党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
两封信，他们动情地说2“在旧社会
里过尽牛马生活，被人认为是臭瘪
三的报童，今天翻身做了主人！”
令刘嗣通老人自豪的是，报童

们的前进步伐，并没有随着解放而
停步。1,%.年就读的第一届小报
童，很多参加了新四军；1,-.年就
读的小报童们在解放后，在党组织
的安排、推荐下，或南下或北上，或
参军或参干，投入各种革命工作，
先后三批近六十人参加了公安工
作。报童小学几经校址搬迁，当年
小报童们爱国荣校的精神，则在老
人们的讲述中，在今天的孩子们心
中，继续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