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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静安是中国革命斗争风
起云涌之处，中国共产党早期很多重
要活动在这里开展，毛泽东、周恩来、
陈云等老一辈党的领导人都曾在这
里工作、生活、战斗，留下弥足珍贵的
革命印记。近年来，静安区大力发掘
保护红色资源，弘扬诠释红色文化，
不断强化“党的诞生地”概念，让红色
基因融入静安血脉、根植市民心中，
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力量。

据静安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
系统梳理区登记不可移动文物以上
的革命旧址，摸清场馆信息、建筑面

积，已经形成了全区红色资源清单。
并有了不少创新的做法，如成立静安
区“党的诞生地”修缮改建领导小组，
协调推动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彭湃
烈士在沪革命活动点和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旧址等场馆建设；征集一批
在静安的党中央早期组织机构、重要
领导人物、重要历史事件等的相关史
料、实物；发动专业研究机构、学者、
革命后代等开展静安红色“口述历
史”抢救及相关研究工作并形成静安
区域电子数据库。据悉，静安开发

“党的诞生地与静安”主体宣讲课程，
以区内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为平台，组
织学生、白领、市民学习静安红色资

源与历史。
为了不断强化“党的诞生地”概

念，静安积极创作主题文艺作品。如
与专业的戏剧团队合作策划《神秘的
三曾里》活动，年内计划组织10场左
右的“场馆版”互动教育戏剧《四行仓
库保卫战》展演；开展2018年度静安
区微党课征文演讲活动；开展“走进
党的诞生地，时代新人在身边”——
静安区教育系统师生诗词原创作品
征集及展演活动；组织师生走进该区
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场馆，接受革命
传统教育。动员师生结合所见所闻、
所思所想，以原创诗词的形式表达自
己的爱党爱国情怀。

此外，静安还开展红色寻访活
动。整合区内爱国主义教育景点、旅
游资源，开辟“‘红色之旅’专线游”、
领袖寻访线路等红色文化探访体验
线路，打造具有影响力的红色文化旅
游品牌。运用新技术，建设静安红色
虚拟博物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红色文化深度探访活动。

“不仅如此，我们还探索‘互联
网+红色文化’。利用上海近现代革
命历史文物、史料，开发基于互联网
平台的红色文化传播的新媒体平
台，面向年轻人传播上海革命历史，
弘扬红色文化。”静安相关负责人介
绍说。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虹口是上海“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的重点区域，有着
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曾被习近平总
书记给予“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
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高度评
价。全区现有87处红色历史旧址遗
迹，中共四大、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
起义都在这里举行，周恩来、鲁迅、瞿
秋白、茅盾等一大批革命先驱和左翼
文化名人在这里留下了工作、战斗的
足迹，虹口还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有组
织、有系统、有影响的文化团体——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诞生地，所以虹
口某种程度上就是“党的红色文艺源
头”。记者昨天从虹口区宣传部获
悉，今年该区将启动中共四大纪念馆
改陈布展项目，推进左联会址纪念馆
修缮和展陈改版，形成以“中共四大
纪念馆、左联文化纪念馆、景云里文
化名人故居”为核心的四川北路纪念
馆矩阵。

24个重点项目已全部纳入
市“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近年
来，虹口充分发挥红色资源优势，紧
紧围绕“党的红色文艺之源”主题，讲
好红色故事，弘扬红色精神，凝聚虹
口力量。虹口非常重视红色文化建
设顶层设计，制定形成《关于加强虹
口红色文化建设的意见》，重点聚焦
五大项目，其中提出打造“四川北路
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引发了社会广
泛关注。在该《意见》的基础上，虹口
区委宣传部规划形成 24 个重点项
目，已全部纳入市“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

不仅如此，虹口还构建了红色文
化智库平台，积极打造红色文化建设
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根据《意见》精
神，虹口区委研究组建了虹口区红色
文化建设专家委员会。首批15名受
聘专家，来自市有关部门、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等单位，市委党史研究室徐
建刚受邀担任专家委员会主任。

据悉，中共四大纪念馆成功创
建了全区首个区属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左联会址纪念馆修缮
工程得到市级资金支持。完成对左
联、茅盾、郭沫若等一批虹口红色遗
址旧址资源进行再梳理；开展对7家
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进行评估考
核，以及区域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意
识形态领域专项排查。此外，四川
北路公园内中共四大纪念馆广场还
被命名为“国旗广场”，设立主题雕
像，充分挖掘国旗文化的历史价值

和文化内涵。
“虹口非常注重红色文化内容打

造，这些年一直以文艺形式推进红色
文化传承，深挖虹口的红色文化内
涵。”据虹口相关负责人介绍，该区与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团区委合作，组
织千余个青年组织参与红色诵读，打
造“海上初心”红色多媒体情景朗诵
剧；与市作协合作，编印进步文化先
驱在虹口时期创作红色文学作品集
《红色经典在虹口》，并配送至全区
校园；深化“红色文化进社区”，在辖
区所有图书馆内配备专项资金，设
立红色书柜，推广红色文学作品，举
办首届“红色阅读”活动；以“红色文
化进校园”为主题，组织学生与专业
演员同台演出情景剧《鲁迅在上
海》，并作为高中学生开学第一课；
发动近万名学生开展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红色寻访，不断扩大红色文化和
文艺的辐射效应。《上海虹口区以红
色文艺深化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
经验材料被市委宣传部报送中宣部。

今年将启动红色文化建设
“四大”“左联”纪念馆将有大动静

据该负责人介绍说，2018年，虹
口将聚焦全力打响虹口红色文化品
牌的目标，重点启动“四川北路红色
文化生态示范区”建设，加快对区域
内红色场馆的修缮和改陈布展，文化
资源的盘活和开发，逐步把四川北路
区域打造成为上海“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的核心区域。
据了解，今年虹口将启动中共四

大纪念馆改陈布展项目。对标市委
宣传部关于重大纪念场所“进一步
挖掘资源、扩大场地、充实内容、完
善设施、扩展功能”的要求，着手启
动中共四大纪念馆基本陈列改造
提升项目。年内拟定基本陈列改
造提升实施方案，召开专家论证
会，并报送中央及市委主管部门审
核，2019年具体实施改陈布展，努力
以更丰富的内容、更新颖的形式讲
述中共四大故事。

今年虹口红色文化建设的另一
大重头戏是推进左联会址纪念馆修
缮和展陈改版。

“我们将以左联会址纪念馆修缮
为契机，加大左联是‘党的红色文艺
之源’的推广力度。”虹口区相关负责
人介绍说，虹口将研究探讨将左联会
址纪念馆更名为“中国左联文化纪念
馆”的可能性，探索用置换或租赁方
式同步开发景云里文化名人故居的
可行性方案，形成以“中共四大纪念
馆、左联文化纪念馆、景云里文化名
人故居”为核心的四川北路纪念馆矩
阵；二是围绕左联文化开展文艺创
作。创作以左联为背景的大型话剧
等，打造文化创作高地；三是不断丰
富左联小说、戏剧、电影、美术等内容
的研究和展示，举办“田汉与上海”巡
展、“丁玲与上海”研讨会暨第三届丁
玲研究青年论坛等活动。

举行全国首个鲁迅文化周
设计“鲁迅小道”线上线下活动

此外，今年虹口还计划与鲁迅文
化基金会共同策划，于10月19日鲁
迅逝世日起举行全国首个鲁迅文化
周，届时将举行鲁迅纪念日公众祭
扫活动、“文化名人与城市精神”文
化论坛、《狂人100》版画展、鲁迅文
化跑、鲁迅诗文朗诵会、鲁迅品书
会、全国鲁迅学校校际交流会年
会。同时，设计“鲁迅小道”线上线
下活动，在线下着力突出“文商旅”
结合，对“景云里——鲁迅纪念馆”
沿线多处鲁迅生活工作密集的地点
进行旅游导览和绿化布置；在线上
开发以“鲁迅小道”为主题的手游产
品，讲好鲁迅故事。

“我们将推进‘没有围墙的博物
馆’建设。”虹口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该区将对区域内红色文化和海派文
化遗址旧址进行分层梳理，对“鲁迅
小道”“茅盾小道”等名人生活轨迹进
行研究和开发，运用新媒体技术将遗
迹旧址的故事和特点挖掘出来。围
绕中共四大纪念馆、多伦路、鲁迅公
园等历史文化资源，与市旅游局合作
策划开发6条“发现之旅”红色主题旅
游线路，计划本月下旬上线，通过线上
引导、线下参观，推动红色文化宣传推
广，让虹口重要的红色文化遗址旧址
成为市民可参观、可阅读、可融入的重
要活动场所。

[相关新闻] 静安全面梳理红色资源 探索“互联网+红色文化”

“党的红色文艺源头”虹口区今年将有“大动静”

升级打造四川北路纪念馆矩阵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在四大纪念馆的上空。 青年报记者 常鑫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