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0年前南昌起义的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黑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在腥风血
雨中诞生。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人民军队已经成为共和国的基石和脊梁。那些在“八一”军
旗指引下奋勇杀敌、洒血忠魂的革命烈士，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丰碑。

回望历史，每一个珍贵的时刻都值得我们永远铭记。浦东，曾有3000多位英烈，为祖
国和人民献出宝贵的生命。在全国烈士纪念日前夕，让我们再次缅怀先烈，弘扬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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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着崇敬
怀着自豪

在岁月的长廊里寻找
寻找民族的觉醒
寻找民众的呼号
寻找时代的裂变
寻找世纪的风暴
寻找人民武装的

第一声枪响
寻找南昌城头那个

红色的拂晓

啊，寻到了，寻到了
九十年前

中国左臂上的
红色袖标
我还寻到

浦东也戴过那份骄傲

浦东革命先驱林钧
光荣当选中共“五大”代表
主持我党在汉口的接待处
汇集苏浙沪皖的赤色浪潮
面对蒋汪的反革命合流
奔赴南昌向周恩来报到

参加“八一”起义
转战赣粤山道
返回奉贤南桥

把中共浦东县委缔造
1944年5月

太湖畔的抗日路上
国民党顽敌向他伸出了屠刀

赵天鹏、周大根
两个东海边的年轻人

一个投奔贺龙的北伐军营
一个考进中央军校汉口分校

深藏党的嘱托
奔赴求真前哨

终于，光荣佩戴
“八一”起义的红色袖标

虽然寡不敌众
虽然重返乡道

可是他们的血脉里
早已涌动巨涛

赵天鹏
夜闯虎穴，为民除霸
落入敌手，不屈不挠

25岁的临刑路上
留下一路革命口号……

周大根
危难关头显大志

树起“保卫二中”的抗日旗号
面对日寇的陆空围攻

带领27名战士
血战芦荡，献身汇角

32岁的年轻生命
遥听那片东海怒潮

有形的硝烟
无声的咆哮
不变的基因
传统的骄傲

昨天的战事作证
今天的风貌作证

这里有3000名英烈
常拥大地的怀抱

这里走出多少将军、士兵
坚守祖国的荣耀

不忘初心
代代英豪
精忠报国
武略文韬

浦东儿女的梦中哟
永远闪着两张红色袖标

（作者：胡天麟）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

年。为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新区烈管所

开展“战旗飘飘 铁血忠魂”主题教育系

列活动，用 30块展板介绍了 26位浦东烈

士事迹，在武警上海某部、上海市第二工

业大学、唐镇中学、川沙中学北校、泾南中

学、王港中学、川沙司法所、川沙矫正中

心、高东社区事务受理中心等多个共建单

位进行展示，累计受众 2万余人，让烈士

事迹深入人心，激发社会爱国主义情怀。

在“三进”工作的基础上，烈管所通过

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宣传方式开展面向社

会的主题征文演讲比赛，这一活动一经推

出受到了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截至6月

底共收到了征文百余篇。

8月8日，由浦东新区民政局主办、浦

东新区烈士陵园管理所承办的纪念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暨“战旗飘飘 铁

血忠魂”主题演讲比赛举行。

通过这些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活动，新区烈管所将爱国主义宣教活

动送达市民群众，深化烈士陵园作为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的内涵，探索创新“褒扬烈

士、教育群众”工作新模式。

赵天鹏（1903-1928） 乳名长
生，学名汀洋，原南汇县泥城乡横港
村人，早期共产党员。

赵天鹏在青少年时代，就读于南汇县

第六小学和川沙蕳易师范，受到教师林钧

等革命者的启迪，投身革命事业。1926年
秋，他随同赵振林、周大根、郭君毅到汉口。

次年春，赵天鹏考入前敌总指挥部政治训

练班学习，4个月后结业，被分配到贺龙领

导的北伐军独立第 15师任赵一凡连司务

长，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转战广东汕

头，起义军失败后，历尽千辛万苦于1927年
8月底回家乡。同年10月，在奉贤县曙光中

学经林钧、赵振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8年6月16日傍晚，赵天鹏奉命与

周大根、唐兰生前往奉贤县四团镇就地处

决了恶霸张沛霖，不幸撤离途中在泰日镇

被捕。7月 2日，赵天鹏被敌人押至四团

镇，枪杀于一株古银杏树下，时年 25岁。

临刑前赵天鹏一路高呼“中国共产党万

岁！”“共产党员一定能成功！”等革命口

号，英勇不屈，视死如归。

周大根（1906-1938） 又名根
发、秋萍，原南汇县泥城乡人。

周大根在小学读书时，受林钧等教

师影响接触新思想，从南汇师范毕业后，

在家乡小学教书。1926 年，他在党组织

的介绍下，考入中央军校汉口分校，1927
年 8月 1日参加南昌起义，途中与部队失

散，于月底回到家乡。同年 10月，他由林

钧、赵振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
年 8月，中共南汇县委成立，周大根被任

命为县委书记，后又调至松江工作。

1929年他和林钧在周浦镇被捕，3年后出

狱，在上海五卅小学任教。1937 年找到

了党组织。1938 年初，受中共江苏省委

派遣回家乡，在泥城创建南汇县保卫团

第二中队，任中队长，不到半年队伍发展

至 200余人。1938年 12月 16日上午，日

伪军出动 1000余人，在飞机配合下进攻

“保卫二中”。正面和左右两侧是数倍于

己的日伪军，“保卫二中”不得不退进汇

角芦荡，战斗十分激烈，队伍终因寡不敌

众，周大根等 28名抗日志士壮烈牺牲。

姜文光（1909-1941） 又名姜
耀，原南汇县泥城乡兴隆村人。

姜文光于 1922 年考入松江中学，后

以总分第一考入厦门集美中学。1927年，

他带领同学闹学潮，被校方开除。回上海

后考入立达学校，两年后回家乡泥城小学

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负责中共南

汇县委共青团工作。1930年8月，参与组

织泥城农民暴动。1938年担任抗日武装

“南汇保卫二中”政训员。1940年 5月 30
日，姜文光奉命从伪 50团拉出一个排，加

上淞沪游击五支队一个班共 50多人，从

杭州湾南渡浙东三北地区开辟抗日根据

地，他任大队长。1941年10月22日，姜文

光在横河镇伏击日军时遭日寇反伏击，姜

文光等29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姚镜人（1911-1941） 乳名根
生，原南汇县泥城乡兴隆村人。

姚镜人于 1929年就读上海市敬业中

学，1930年暑期返乡适逢泥城农民暴动，

积极参与发传单、贴标语。1937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1938年担任“南汇保卫二中”

军医。1940年春，奉命打入汪伪 13师 50
团2营开展策反工作，任50团守望队队长

兼秘密党支部书记。1941年7月，率守望

队员 100多人南渡杭州湾充实姜文光领

导的“宗德三大”，姚镜人任大队副。是年

10月 22日，他和姜文光率部在余姚县横

河镇伏击日军，由于敌人改变计划，伏击

落空。在部队撤离时遭日军伏击，不幸中

弹牺牲，年仅30岁。

陆阳（1918-1941） 江 苏 无
锡人。

陆阳少年时父母双亡，只身赴沪在一

家商店当学徒。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

商店倒闭，他进了上海难民收容所。1938
年陆阳在收容所加入中国共产党，被派至

原南汇县书院乡任教，开展地下工作。

1939年，他进入南汇县抗日自卫总队第一

大队特务中队三区队任政训员。1940年，

打入伪军组建抗日守望队，任政治指导

员。1941年，他和姚镜人率守望队员 100
多人南渡浙东与“宗德公署三大队”合编，

任指导员。1941年 10月 22日，在余姚横

河镇伏击日军落空，反遭日军围攻，姜文

光、姚镜人等 29人牺牲。陆阳收拾余部

重建，担任大队长。同年 12月，陆阳指挥

部队在梅园丘一带与日军交战，不幸中弹

牺牲，年仅23岁。

林达（1914-1947） 原名林有
璋，原南汇县老港乡人。

林达于 1938 年参加革命，在中共浦

东工作委员会领导下，和连柏生、王才林

等一起创建抗日武装南汇县保卫团第四

中队，任特务长兼长沟乡乡长，1940年底

任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第四大队副大队

长。1941年 6月，林达等率部 130多人南

渡浙东三北地区，直至1945年8月日寇投

降。4年里，林达转战浙东，身经相公殿、

长岭、樟村、许岙、鄞江桥等大小战斗数以

百计，战功卓著。他于 1945年 11月任新

四军一纵三旅第九团政委，1947年初任华

东野战军一纵三师九团团长，在孟良崮战

役中肩负阻击敌25师东援敌74师艰巨任

务。1947年7月29日，林达骑马指挥部队

强渡大沙河时遭敌机扫射，中弹牺牲，时

年33岁。

9月30日，是全国第四个烈士纪念日。

2014年 8月 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

委会第十次会议经表决，通过了《关于烈士

纪念日的决定（草案）》，以法律形式将9月

30日设立为中国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

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国家的立法，社会的努力，凝聚成整个

民族的英雄主义情怀，那就是：每一个为了

国家献出生命的先烈都应该被铭记，每一

缕为了人民牺牲的忠魂都应该被守护。把

烈士纪念日设立在国庆节的前一天，就是

要举国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从而

培养公民的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和社

会主义道德风尚，传承中华民族气节血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中

华民族的凝聚力，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据不完全统计，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

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

福英勇牺牲，其中就有浦东众多英烈。回

望历史，1927年，浦东第一次建立党组织；

1928年，汪裕先率先领导中华火柴厂工人

罢工；1930年，沈千祥领导泥城农民暴动；

1949年，民主战士黄竞武在上海解放前一

夜为钳住黑暗的闸门英勇献身……岁月流

逝，世事变迁，烈士的英魂永存。在浦东高

桥烈士陵园、川沙烈士陵园、南汇烈士陵

园，浦东英烈长眠于此，为后人所敬仰，每

年都有成千上万人前来祭奠追思。

据了解，浦东新区将举行公祭烈士、向

烈士墓敬献鲜花、开展网上纪念烈士等活

动，缅怀烈士功绩，弘扬烈士精神；烈士纪

念日前夕，对烈士遗属进行走访慰问；结合

建军 90周年，在烈士纪念日前后，掀起集

中学习弘扬先烈精神主题教育活动的热

潮。

深切缅怀 铭记历史 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
——浦东新区将开展烈士纪念日活动

军旗下的浦东英烈

战旗飘飘 铁血忠魂
——浦东烈管所开展纪念建军90周年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浦东，戴过红色袖标
——献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

高桥烈士陵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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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汇烈士陵园

川沙烈士陵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