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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留痕 光影留声

打造“红色记忆的根据地”

盛夏时节，万物并秀。在上海警备区长

宁第一离职干部休养所，老干部参加“口述

历史”活动的热情持续攀升。

“炮声隆隆、火光冲天，我们当时只有一

个信念，必须打赢……”曾参加淮海战役的

老干部侯成祥讲到激动处，拿出当时缴获的

一个军用水壶向记者展示。透过面漆斑驳、

多处凹陷的壶身，记者仿佛看到当年将士们

浴血拼杀的场景。

另一个镜头里，长宁第三离职干部休

养所老干部杭守仁紧攥着一个深绿色针线

包。“这是奔赴朝鲜战场前部队配发的，我

珍藏了 70 多年 。”杭守仁说 ，“当时国内百

姓生活都很拮据，这是他们省吃俭用援助

的物资……”

一件件看似平凡的老物件背后，是一个

个动人的故事。该警备区干事张彤霞介绍，近

几年，他们在开展“口述历史”活动中，注重挖

掘老物件背后的鲜活故事，让崇尚英雄、捍卫

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氛围愈发浓厚。

“今年，我们探索邀请多位老干部从不

同角度回忆同一场战斗的新形式，将他们的

口述视频制成专题片。经征求老干部建议

后，将第一个专题定为‘解放上海’。”该警备

区干事燕华介绍。

据了解，“解放上海”专题片自筹划到成

片历时 3 个月，参与录制的老干部有 10 余

位。其中，既有曾在一线作战单位工作的老

干部马国斌讲述“瓷器店里打老鼠”，也有曾

在机要密码战线工作的老干部苏荣回忆“永

不消逝的电波”，还有曾在医疗保障分队工

作 的 老 干 部 孙 祖 香 回 顾“ 生 死 时 速 的 救

援”……他们的讲述多维度、全景式展现了

上海解放的历史。燕华告诉记者，下一步，

警备区休干系统还将以这种形式与地方

媒体携手制作包括三大战役、抗美援朝

战争、两弹一星等多个题材的系列专

题片。

泛 黄 的 旧 照 片 、珍 贵 的 文 物 史 料 、满

墙的荣誉证书……走进虹口第六离职干部

休养所荣誉室，记者发现，荣誉室不仅宽敞

明亮，展陈丰富，还配有投影仪和触摸屏等

电子设备。

“一间间荣誉室就是一个个‘红色根据

地’，我们不仅要建好，更要守好。”该警备区

政治工作局领导告诉记者，在各方通力协作

下，越来越多干休所荣誉室正成为传承红色

基因的“根据地”：虹口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

荣誉室被评为虹口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杨

浦第五离职干部休养所荣誉室被海军某院

校作为党建教育基地，徐汇离职干部休养所

荣誉室被选为街道最美初心教育基地……

还有不少红色展陈、展演活动在各干休所相

继推出，受到军地广泛称赞。

多元传承 体系传播

集结“红色精神的播火者”

“虽然我们年纪大了，但都有一颗不老

的心，都愿当好革命历史讲解员、优良传统

宣传员、思想教育辅导员，承担起更多社会

责任……”5 月底，在虹口第二退休干部休养

所礼堂，该所老干部张远的发言道出众多老

干部的心声。

“ 革 命 历 史 是 最 好 的 教 科 书 ，老 战 士

是 亲 历 者 ，他 们 的 讲 述 最 能 打 动 人 ，也 最

有说服力。”该警备区干事吴翔介绍，他们

全 面 梳 理 了 辖 区 老 干 部 离 退 休 前 的 工 作

经 历 、身 体 状 况 和 擅 长 专 业 领 域 等 信 息 ，

逐 步 建 立“ 红 色 基 因 宣 讲 队 ”。 该 宣 讲 队

下 设 创 新 理 论 、革 命 传 统 、红 色 故 事 3 个

“ 老 兵 宣 讲 组 ”，首 批 吸 纳 12 名 老 干 部 担

任主讲嘉宾、邀请 40 余名老干部担任客座

专 家 ，以 大 中 小 学 为 主 阵 地 、青 少 年 为 主

要对象 ，与 40 余个学校、部队、街道、企事

业单位保持常态互动。目前已完成各类宣

讲 100 余场次、覆盖听众 1 万余人次、足迹

遍布多个省市。

炎炎夏日，长宁第二离职干部休养所传

来稚嫩童声，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学生徐居

然和同学们一起来探望在此休养的老干部

李明东。

老少结缘，起于该警备区与上海电视台

联 合 打 造 的 专 题 节 目《听 将 军 爷 爷 讲 故

事》。节目中，李明东与孩子们分享抗日游

击战中的“撩帘战术”，并为孩子们举办了一

场特殊的少先队入队仪式。

“李爷爷，如今我也成了红色宣讲员，给

更多小伙伴讲您的故事。”久别重逢，徐居然

兴奋地拉着李明东的手说个不停。

“如今，老干部年龄逐步增大、基础疾病

增多，亲身讲述愈发困难，红色传承的接力

棒渐渐交到我们休干系统工作人员手中，

‘红色基因宣讲队’日益壮大。”该警备区杨

浦第四退休干部休养所所长陈金金坦言。

“看到许多伤病员因药品供应紧缺，得

不到及时治疗，俞老心急如焚，带着科里同

志夜以继日、刻苦钻研，及时研制出外伤抗

菌消炎药物……”在该警备区“红色故事大

家讲”演讲台上，杨浦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

工作人员徐蒙娓娓道来，讲述在所休养老干

部俞惠琴的故事，赢得阵阵掌声。

为提升宣讲质效，该警备区按照设计体

系化、课程标准化、活动品牌化的思路，精心

研发“霓虹·军魂”红色教育资源池，广泛发

动干休所主官准备 45 分钟的革命传统课、

干 休 所 工 作 人 员 准 备 15 分 钟 的 故 事 微 党

课，打造出一批短新活的精品红色思政课

程，受到广泛好评。

融合创意 科技赋能

蹚出“接轨时代的传承路”

“为什么战旗美如画？英雄的鲜血染红

了它。为什么大地春常在？英雄的生命开鲜

花！”5 月底，经剪辑录制的大型话剧《英雄儿

女》资料片，在该警备区长宁第三离职干部休

养所展映，惟妙惟肖的演绎得到参战老干部

的认可。

话 剧《英 雄 儿 女》由 该 警 备 区 政 治 工

作局会同市委宣传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等 相 关 部 门 联 合 打 造 ，全 新 讲 述 王 成 、王

芳 兄 妹 在 抗 美 援 朝 战 场 上 英 勇 战 斗 的 故

事。创作期间，参战老干部多次受邀参加

脚本修改、舞美审核和表演指导，确保细节

真实准确。

“话剧《英雄儿女》的走红，实现了战斗

故事、革命精神的‘破圈’传播，掀起一股重

温经典、致敬英雄的爱国热潮。”该警备区干

事鞠飞告诉记者，他们注重将“红色基因代

代传”工程的成果融入城市红色文化品牌的

打造。在军地共同努力下，诸如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舞台剧《觉醒年代》、京剧《奇

袭白虎团》、杂技剧《战上海》等多种艺术形

式的红色作品不断涌现。

轻点手机，就能线上观看新一届老干部

书画摄影展。今年，该警备区政治工作局积

极探索“全媒体传播+场景化体验”新模式，

通过搭建线上 VR 展厅实现书画摄影展的

数字化展陈。“既能看作品的笔墨风骨，更能

知晓背后的峥嵘故事，线上观展模式高效又

便捷。”线上游客“天涯边”在评论区留言。

“依托上海优势资源，我们不断扩展‘红

色基因代代传’工程的军地协作朋友圈。”该

警备区干事陆安科介绍，他们相继与上海电

视台和多家新媒体平台达成合作协议，陆续

邀请数十位优秀主持人走近老干部，聆听红

色故事，传播红色文化，瞄准不同受众群体

打造红色文化传播矩阵。

顺应时代，接轨潮流。利用技术革新传

承红色基因的创新做法，不断在该警备区各

干休所涌现：虹口第一退休干部休养所结合

“智慧养老平台”，将老干部“红色档案”实现

数字化存储；虹口第六离职干部休养所利用

视频修复技术，对现存的老资料进行画质改

善修复，让历史焕发新光彩；杨浦第二离职

干部休养所通过 3D 建模打造全景漫游的云

端荣誉室，点击展品即可触发时光记忆；长

宁第四离职干部休养所利用 AR 技术实现

智能导览，只需对准照片合影就能浮现口述

历史珍贵影像。

燃己微光，烛照四方。“英雄的老兵是红

色历史亲历者、见证者，是红色基因、红色血

脉拥有者、传承者，深藏于他们记忆中的战

斗 经 历 ，是 对 红 色 历 史 有 力 的 支 撑 与 补

充。这份记忆，我们会好好守护。”该警备

区领导表示。

军队离退休老干部作为我党我军奋斗征程

的亲历者、见证者和传承者，他们的战斗故事、

奋斗经历和先进事迹，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宝贵

财富。近年来，上海警备区干休系统注重发挥

老干部余热，挖掘红色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

鲜活的历史教材和榜样的精神力量，为青少年

照亮奋斗之路。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多

元多样的社会思想文化不断冲击广大青少年的

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迫切需要我们挖掘红色

资源，传承红色基因，用红色经典陶冶品格、红

色文化滋养思想、红色基因塑造灵魂，助力青少

年深扎信仰之根，在时代浪潮中勇担风雨、行稳

致远。

传承红色基因应有对历史负责的使命担

当。省军区系统承担着服务保障军队离退休干

部的重要职能，在红色基因传承弘扬上有“近水

楼台”的先天优势、上下贯通的组织优势、军地

衔接的平台优势，应当怀揣对历史负责的使命

担当，深入做好红色资源挖掘、保留和传播工

作，让红色火种不断延续传递，让红色基因代代

相传、生生不息。

传承红色基因应有与时间赛跑的竞速意

识。离休干部是开展红色教育的“活教材”，革

命文物是镌刻历史记忆的“活化石”。当前，上

海警备区休干系统离休干部平均年龄 95 岁，听

得见、讲得出、能配合完成口述历史的老同志越

来越少。因此，必须树立与时间赛跑的竞速意

识，多领域加强红色故事的抢救性记录和革命

文物的系统征集，让那些珍贵的历史更多更完

整地保留下来。

传承红色基因应有聚星火成炬的协同理

念。红色资源挖掘绝非单一主体的“独角戏”，而

是需要休干系统、老干部家庭、社会力量等协同

发力的“大合唱”。上海警备区休干系统加强顶

层设计和全面统筹，建立红色资源挖掘“记录保

留、审核汇总、对外传播”的健全机制和完整链

路。在充分发挥干休所工作人员作用的基础上，

邀请有党史编撰、杂志编辑等经历的军队退休专

家和社会各界红色资源研究、挖掘、传播等方面

专业力量，共同推动红色资源挖掘取得实效。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深入

做好红色资源挖掘工作，是历史赋予的光荣使

命，更是义不容辞的时代重托。接过前辈“手

中 枪 ”，跑 好 时 代“ 接 力 棒 ”，系 统 讲 好 红 色 故

事，大力宣扬红色精神，是新一代青年的使命

和责任。

照亮青年奋斗路
■徐 斌

““这份记忆这份记忆，，我们会好好守护我们会好好守护””
——上海警备区休干系统推进上海警备区休干系统推进““红色基因代代传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纪实工程纪实

■徐皆能 周飞飞 本报记者 樊 晨

忘却历史，就没了根；淡忘英雄，就失了魂……作为党
和军队事业发展建设的亲历者、见证者，广大离退休老干部
群体蕴藏着巨大精神能量。浦江之畔，上海警备区休干系
统服务保障着近 800名离退休老干部。近年来，从红色资

源的多维度保护挖掘，到红色作品创作的蓬勃发展，再到红
色文化传播方式的不断创新，上海警备区休干系统积极推
动“红色基因代代传”工程，不断挖掘守护红色记忆，传承红
色精神。 ——编 者

图①：上海警备区静安第一离职干部休

养所工作人员采访老干部贾武，拍摄“口述

历史”系列短片。

图②：上海警备区“红色基因宣讲队”宣

讲员为参观者讲述老干部亲历故事。

图③：老干部苏荣参与电视节目《听将军

爷爷讲故事》拍摄，讲述解放上海的故事。

图④：老干部李明东参与电视节目《听

将军爷爷讲故事》拍摄，给孩子们分享抗日

游击战中的经历。

图⑤：老干部组建合唱团，在老干部新春

茶话会上演唱红色歌曲，弘扬红色精神。

图⑥：老干部侯成祥（前排右二）参加上

海革命军事馆文物史料捐赠仪式时的留影。

图⑦：老干部郝家润（右三）获评 2024

感动上海年度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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