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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淮海路，121岁， 再亮 “红五
月”。

“红五月”，对 121岁的淮海路
意味着什么？解码“红五月”，不妨先
回头看看淮海路走过的百年岁月。

淮海中路 567弄 6号，曾经的
霞飞路渔阳里 6号， 石库门建筑，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团中央机
关旧址所在地。 1920 年 8 月 22

日， 在中国共产党发起组领导下，

八位平均年龄仅 24.5 岁的青年
在此成立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
年团———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

“八位青年”大概不会想到，百余年
后的今天，渔阳里，近悦远来，名动
天下。 当年，从霞飞路渔阳里 6号
走过一条弄堂，就是老渔阳里《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这里也正是中
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初心始
发，正在此间。

百年变迁， 淮海路不只见证了
中西方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更见证
了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与壮大。 作为
一条世界知名商业街， 淮海路有着
与生俱来的时尚风情和高雅气质，

在这里， 诞生了上海第一家电脑商
店、第一家美容厅、第一家大众快餐
厅，还有，第一次时装发布会。今天，

走进淮海路， 仍能看到很多上海第

一乃至中国第一———商业与?术相
得益彰的 K11?术购物中心、历史
建筑中的爱马仕之家、 维多利亚的
秘密旗舰店、MUJI全球旗舰店……

走过 120年后，淮海路已不仅
仅是一条商业街，更是文化符号，珍
藏着近现代上海历史、人文、经济、

商业、时尚的发展与积累。深厚的历
史底蕴、浓郁的海派特色、丰富的商
业资源，定位了淮海路的与众不同。

成长路上， 淮海路也曾有过迷
茫，面对互联网经济的勃兴，淮海路
如何引领消费新风尚， 持续提升国
际影响力，不负“购物天堂”的美名？

2020年，疫情带来空前危机。

化危为机，“五五购物节”，120 岁

的淮海路亮出了“红五月”，一系列
有新意、有特色、有影响的线上线下
主题活动， 引领消费者回归实体消
费，重拾线下购物乐趣。 今年，121

岁的淮海路再次亮出“红五月”。 这
个“红五月”，有商圈各品牌各商家
线上线下特惠活动， 部分品牌折扣
之大达到历史之最； 有老字号新国
潮快闪店，20家老字号的 “招牌产
品”选择最时尚方式，让消费者体验
不一样的 “快闪”；“献礼百年·红色
传承”百组家庭亲子定向赛，更让红
色地标牵手时尚商场， 传承百年淮
海路红色基因，联动周边支马路，助
力打造淮海路集展览展示、 人文休
闲、购物消费于一体的世界级商圈。

今天，面对活跃的线上经济，面
对日新月异的城市地标， 人们为何
还要逛淮海路？为了全国土特产食
品商场的特色酱菜，为了三联书店
的寻常书香，为了渔阳里广场上的
咖啡集市，为了 K11 的一场画展，

或者，尝尝新来的 Popeyes 中国
首店跟老牌的肯德基、麦当劳有啥
不一样……为了这些， 可也不只为
了这些。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

淮海路是淮海路，无可替代。

一切繁华， 皆有来由。 一切过
往，皆为序章。淮海路，底气、智慧和
力量，不同寻常———“红五月”，就是
121 岁淮海路活出别样精彩的新
尝试。

淮海路上的“红五月”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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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风雨经远里 军史丰碑地———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
旧址纪念馆今开馆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33

    ?报讯 （记者 袁玮）北外滩

91街坊 5月 8日正式成交，成交价
91.06亿元，那里将建造未来浦西

480米的第一高楼，成为北外滩未
来标杆。

北外滩 91街坊位于北外滩核
心位置, 地块用途为商办，可建地

上建筑面积约 35?平方米，规划高

度 480米。地块采取先预申请、再挂
牌的方式进行出让，经过历时 3个

月的咨询洽谈，地块于今年 4月 8

日发布正式出让公告。

功能方面，该地块将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和标杆引领性的总部基

地，引入具有成熟运营能力和总部

经济发展经验的国际和国内行业龙

头企业，带动北外滩地区高端产业
发展和总部企业集聚。

业态方面，以高端商务配套、
高星级综合服务为主，围绕北外

滩“打造新时代都市发展新标杆”
的功能定位，与北外滩来福士、白

玉兰广场等载体联动，形成高品
质综合商业区；地上业态鼓励设置

高端品牌酒店、精品商业、特色餐
饮、文化体验项目等；地下业态将

与中央绿地地下商业保持联动，鼓
励引入零售、餐饮、主体娱乐、文

化创意等与区域品质相匹配的商

业业态。

未来浦西第一高楼
将矗立虹口北外滩

■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正式开馆 ?报记者 周馨 摄

    ?报讯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
纪念馆正式开馆。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位于
静安区新闸路与大田路交会处，房

屋建造于 1919年 9月，是一座历
经百年风雨的旧式石库门里弄住

宅建筑，原属新闸路经远里，现址

为新闸路 613弄 12号，上海市文
物保护单位。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

馆是全市“一馆五址”中第一个正
式开馆的场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

军史上筚路蓝缕、披荆斩棘、波澜
壮阔的伟大征程，见证了中共中央

军委机关在沪斗争的峥嵘岁月，也
见证了周恩来、杨殷、彭湃等革命

元勋的光辉事迹。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

馆筹建历时 3年，由静安区委宣传
部牵头，区委党史研究室作为建设

主体，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负责运
营管理。2020年 8月，中共中央军

委机关旧址纪念馆筹建工作获中
央批复后，静安区广泛汇总多方专

家意见，对展陈大纲进行修改完善

和对布展设计进行优化提升。场馆
展览面积 192平方米，主题为“风

雨经远里，军史丰碑地”。通过图
文、实物、视频、音频等多种形式讲

述中央军委自成立至 1933年 1月
离开上海向苏区转移，这将近 8年

间的历史变迁。

纪念馆旧址也是彭湃等烈士
的被捕地点。1929年 8月 24日下

午，中央军委、江苏省委军委在新
闸路 613 弄 12 号召开联席会议，

与会者有中央军事部部长、中央军
委主任杨殷，中央军委委员彭湃、

颜昌颐，兵士科科长邢士贞和上海
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公

共租界工部局巡捕、军警当天突然
破门而入，五人被捕入狱。1929年

8月 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
士贞四人在上海龙华英勇就义。

今天的开馆仪式，也邀请了
“军委四烈士”家属代表彭湃烈士

之孙彭浩，杨殷烈士外孙女崔静
薇、曾外孙女崔淑敏，邢士贞烈士

侄孙邢双庆、邢红建等出席。
纪念馆的展陈内容，对史实的

把握力求客观、精准，陈列大纲经

中共中央党史与文献研究院、中国
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以及上海

市委党史研究室等专业部门多次
审核，并且将 50%的文献资料以文

物复制件的形式陈列展出，增强了
历史还原度，其中也包括了彭湃、

杨殷等当时写给党中央的信件复

制件。
在布展形式上，也进行了全面

优化、提升，展览版面更加简洁，清
晰，运用电子触摸屏展示烈士家书

与手稿，增强展览互动性；通过“动
态影像窗”再现上世纪 20年代石

库门里弄场景，增强历史代入感；
在有限空间内设置了弧形屏幕，增

加展厅纵深感；整体配色素雅清
新，提升展厅明亮度。

今后，中共中央军委旧址纪念
馆将依托“上海市志愿者服务基

地”进一步加强与驻沪部队等单位
共建，携手打造一支“军人讲军史”

的特色志愿者服务队，推进爱国主
义教育课程的常态化、持续性开

展。通过讲好军史故事，擦亮“党的
诞生地”红色文化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