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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本报讯 每天在天安门广场举行

的升旗仪式，看着冉冉上升的国旗总

让人心潮澎湃；在每周学校举行的

升旗仪式上，看着身边同学成为光

荣的升旗手，会让不少学生产生羡

慕之情。1 0月1 日是新中国的生日，

如何为65周岁的祖国庆生？来争当

小小升旗手吧！今年，团市委开展

“ 青春上海. 祝福祖国”———上海青

少年庆祝新中国成立65周年爱国主

义教育活动，向社会公开招募50名

本市就读的少先队员成为光荣升旗

手和护旗手，参与1 0月1 日国庆节当

天的升旗仪式。当庄重的国歌响起，

迎着朝阳，亲手升起国旗，感受这一

份责任与荣耀。

其实在每个学校的升旗仪式上，

部分同学拥有过当升旗手的经历，对

于能成为升旗手，光荣、神圣、自豪成

为他们最大的感受。就读于南汇中学

的高二学生小唐就是学校国旗班的

一员，从高一被选进国旗班后，踢正

步、踏步、护旗等动作每周都要练习

半小时，为了在国歌唱完时能将国旗

正好升至旗杆顶，小唐还和另一位升

旗手同学反复配合，掌握进度。

小唐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出操担

任升旗手时，因为既紧张又激动，她

拉绳子升旗的手都在抖，“ 不过最终

顺利完成，每次升旗都感到特别光

荣。”而就读于南洋模范中学的小廖

至今还记得小学二年级第一次被选

上成为升旗手的经历，“ 虽然将国旗

升至旗杆顶后，等了近1 0秒国歌才唱

完，但第一次亲自升旗，感觉特别的

自豪和神圣，这是一份荣誉。”小廖说

道。

10月1日来当小小升旗手吧！
同时本报征集“ 我与国旗的故事”

升旗时间：2014年10月1日

升旗地点：全市共设有7个升旗

点，分别为：浦东新区升旗点（ 滨江大

道）、徐汇区升旗点（ 上海图书馆）、

长宁区升旗点（ 宋庆龄陵园）、虹口

区升旗点（ 中共“ 四大” 会址纪念

馆）、黄浦区升旗点（ 渔阳里团中央

机关旧址纪念馆）、静安区升旗点

（ 中共“ 二大”会址纪念馆）、松江区

升旗点（ 松江区城市规划展示馆）。

报名对象要求：

1、在本市就读的少先队员；

2、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德智体

等全面发展；

3、自愿担任升旗手或护旗手，如

实提供个人报名信息，接受主办方挑

选，并遵从相关工作安排。

报名时间及方式：
即日起至9月21日，通过青春上

海微信公众账号报名，关注青春上

海（ 如左），进入其主页面，点击下

方菜单“ 小旗手”或者在对话框内

回复关键词“ 小旗手”即可接收到

报名页面。

同时我们开通相关渠道，愿意聆

听你与国旗相关的成长故事，特别是

有关参加升旗仪式等方面，不管是青

少年还是成年人，可以谈自己的经

历，可以谈自己的感受，也可以谈对

人生的影响。请你把相关故事发到：

qnbyw@163.com。来信时，请留下你

的联系方式，我们将挑选一部分故事

进行回访，予以刊登。

[具体说明]

青年报记者 陈轶珺

本报讯 漫步是对一座城市的最

高致敬。昨天上午，201 4上海旅游节

微游上海活动正式启动。本市中心五

个城区（ 黄浦、徐汇、静安、长宁、虹口）

推出的六条微旅行线路，迎来了3000名

自发报名的游客。他们用脚步丈量自己

成长生活的这座城市，用走路去看看身

边曾经忽略的景色。活动由上海市旅

游局、团市委共同主办。

“ 微游上海”将五个中心城区的

特色旅游资源进行了有机组合，形成

“ 漫步·苏河岸”、“ 寻宝·老城厢”、

“ 遇见·邬达克”、“ 对话·张爱玲”、

“ 聆听·虹口”、“ 风云·上海滩” 等6

条有主题、有特色的微旅行路线，从

完全新颖的角度去展示海派文化的

魅力。

本次活动全程免费，9月1 日起通

过上海市旅游局官方微信和稻草人

旅行网等平台进行报名招募。报名通

道一经开放，就受到了游客的热情追

捧，每天接到的报名咨询电话几百

个，网络咨询数量更多。原计划首发

仪式上每条线路招募500名游客，结

果每条线路都超额，最火爆的“ 寻宝·

老城厢”线路有近700人报名。在最后

确定的3000人游客名单中，1 6—40岁

的人占80%，其中新上海人和外地游

客占到35%以上。

上海市旅游局表示：在首发仪式

之后，官方平台将发布六条微游线路

的地图，供市民游客下载打印。人们

可以自己一个人也可以约上朋友一

起去行走。同时在旅游节期间，还将

不定期举行小规模的团队“ 微游”活

动。

“ 微游上海”项目在201 4上海旅

游节闭幕后将继续进行产品研发、游

客招募、线路拓展、活动深化等，以形

成上海都市慢休闲新亮点。

“ 微游上海”报名火爆 每条线路均超额

青年人热衷用脚体验城市“ 寻宝”

弄堂深处依然有着老街风景
青年报记者从人民路上的古城

公园出发，沿着人民路不管往南走，

还是往北走，大概走2个多小时就又

回到了原来开始走的地方。当然也有

偷懒的办法，可以坐11路电车，它就

是这么兜一圈的，起点就是终点。老

底 子 的 上 海 人 把 这 一 圈 叫 环 城 圆

路。在这一圈上经过了老西门，小北

门，老北门，新北门，新开河，小东

门，大东门，小南门，大南门，最后又

回到老西门。这四个方向大大小小的

门围成的一圈就是上海的老城厢，老

城厢在上海开埠之前是上海人生活

最集中的地方，这种集中到现在也还

是如此。

在老城厢的这一圈内还包括了

城隍庙、沈香阁和文庙，它们分别管

了信仰，平安和文化。老底子上海的

生 活 就 在 这 一 圈 里 安 安 稳 稳 地 展

开。而青年报记者的寻宝·老城厢之

旅，也在这一圈里巡转往复，探寻历

史的遗痕。

从哪条路走进 老 城

厢，似乎不

成 为 一 个

问 题 ，在

这 里 ，大

路连着小街、大街横穿小路、街上有

坊、弄中有里、弄通里、里通街、街通

路⋯⋯老城厢因为一直以来是上海

人自己居住的地方，那些地方的路名

已经沿用了上百年，无不留有历史的

苔痕。

有人说，老城厢是老上海留下的

影子。马桶痰盂煤球炉，窗户外衣服被

单撑起的“ 万国旗”，弄堂口太阳底下

孵太阳的老头和下象棋的小孩儿。但

如今颤颤巍巍的老房子少了，仿古风

格的店铺、现代化公寓和绿地多起来

了。上海老街上一家挨着一家的店铺，

一眼望不到头。黛瓦粉墙、红柱飞檐，

沿街各店铺的彩绘牌匾林立，迎风旗

幌飘扬，表象是一派迷人眼目的明清

街市风貌，但却商味浓重，老街骨子里

的风土韵味早已丧失殆尽了。

可在那些繁华区域的边缘处，在

那些摩天大楼层层 叠 叠 的 包 围 圈

下，一条条横竖交错的弄堂深处构

造起来的老城厢，总还有一两处一

直那样执著地保存着老上海早先的

影子———时光荏苒，多少年过去了，

老城厢似乎还是原来的那个老城厢，

默默地继续着上海市井人家的平常

生活。

[记者体验]

古城公园—人民路—方浜中路—光启路—学院

路—西姚家弄—西牌楼路—复兴东路—巡道街—乔家

路—凝和路—河南南路—尚文路—一粟街—文庙街—柳江

街—梦花街—曹家街—复兴东路—肇方弄—孔家弄—松

雪街—露香园路—大境路—人民路—旧仓街—福佑路—

古城公园

>>>线路
寻宝老城厢

中外游客积极参加微游上海活动。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