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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红色资源保
护

区政协爱国联谊委“红色资源传承弘扬”课题组做专题辅导时

如此说道。在苏智良看来，近年来，他以学者的身份，通过召

集上海师大等高校的师生资源，通过历史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上海的红色地标等进行了不少发掘、研究工作，而更为可喜

的是，随着研究的深入，特别是研究成果的不断公之于众，使

得不少单位、市民群众等等，都产生了对红色地标进行发掘与

保护的意识。

 原先，不少人感觉——上海是党的诞生地，而旧上海虽有“大

上海”之称，但总体来说，以今日眼光看，城区面积并不算大，

红色资源主要集中在如今的黄浦、静安、徐汇等区。然而，当人

们开始对红色资源真正重视起来后，发觉如今上海行政区划内的

红色资源，有着较为广泛的分布，不仅并非集中在中心城区，也

不局限在 1921 年至 1933 年中共中央在上海的那个阶段。

5 月 24 日至 7 月 31 日，“光荣之城 人民城市——庆祝上

海解放 75 周年红色档案文献展”在浦东新区前程路 811 号上海

市档案馆举行。这一展览选取了与上海战役及上海解放初期城

市建设相关的 10 组地标，包括月浦、吴淞、高桥、虹桥、外滩、

南京路等处，利用档案文献、图片、实物、视频资料等，讲述

这些地方在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各个历史时期和新时代所发

生的故事，串点成线，连线成面，展现上海解放的历史画卷和

新上海建设发展的巨大成就，重点展示新时代上海践行人民城

市重要理念的生动实践。其中，诸如宝山月浦、吴淞，以及如

今属于浦东的高桥等地，都是上海解放战役发生过较为激烈战

斗的地方。而比如吴淞，在改革开放初期建设宝山钢铁总厂，

为共和国的工业发展立下了历史性的功劳，如今的吴淞正历经

又一轮转型，诸如邮轮产业的发展等等，为地方经济注入新的

活力。从战场、工厂、邮轮产业之地这一发展脉络，自然也能

看到人民的光荣之城从“起于累土”到如今之格局。

不久前，如今位于广州的暨南大学，其管理学院校友与职

业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黄燕虹等带领一些粤港澳及台湾地区校友

23 人来到上海，在普陀区万里公园的“真如时期遗学碑”前合

影留念。原来，1923 年夏，当时在南京办学的暨南大学因办学

规模扩大、校舍紧张，而迁往沪宁铁路真如车站旁边，开启了

上海办学的历史，成为当时上海四所国立大学之一。1949 年，

暨南大学合并于复旦大学、交通大学等高校。至 1958 年在广州

重建。黄燕虹称，暨南大学刚到上海办学，共产党员恽代英以

“光荣之城人民城市——庆祝上海解放75周年红色档案文献展”开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