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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版

红色黄浦

“红色家底”N多打开方式
黄浦区，是党的一大会址所在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在这里萌发，中华民族复兴的大业从这里开启。

黄浦区，底蕴深厚，红色文化资源充沛。当下，红色文化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哪些有趣有益的变化 ，又将对这座城市红色文化的传承产
生怎样的影响？ 请看，“红色家底”N多打开方式。

面向青年
兴业讲堂和渔阳里讲座

    课堂，是青年人再熟悉不过的

地方。今年国际博物馆日前夕，相距
不过 1公里，团中央旧址纪念馆的

渔阳里讲座、新天地的兴业讲堂，同
时开讲，面向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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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旧址

所在地。五四运动百年之际，渔阳里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经过整体修缮，向公众开放。

今年 5月 17日，渔阳里“我的
红色不解之缘”讲座跟观众见面。渔

阳里纪念馆特地邀请了红色文物讲
述人在青年团的发源地讲述红色文

物收藏重要意义，红色文物讲述人

向渔阳里纪念馆捐赠了俞秀松手稿

《青年团筹集基金启事》、施存统藏
书。曾经，理想与信仰点亮渔阳里，

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一场场跋涉，
从渔阳里出发；今天，人们再次从渔

阳里出发，重温理想与信仰，助力伟
大复兴。

同一天，在时尚气息浓郁的新

天地北里，一堂充满着红色记忆和
红色激情的党课吸引了近百名周边

楼宇的年轻白领。“兴业讲堂”是黄
浦区淮海中路街道打造的新时代党

建品牌。
淮海中路街道位于党的诞生

地，根植红色土壤，传承红色基因，
笃行红色信仰，“兴业讲堂”以聚焦

青年白领为宗旨，以体现互动教学

为特色，打造全新的精品党课分享
平台和党员干部党性教育品牌。“兴

业讲堂”计划每季度举行一次主题
讲授，邀请的主讲人涉及政治、经

济、文化、社会科学等领域的专业大
咖，以“讲得专业，说得有趣，互动得

热烈”为标准，打造一个真正能够吸

引年轻人、启发年轻人、引领年轻人
的党员教育基地。“兴业讲堂”全面

实行预约制，定期公布课程信息，同
时，所有的课程都将录制成视频，进

入淮海中路街道党员教育学习资料
库，在网络平台上免费向大众开放，

让“兴业讲堂”的优质教学资源辐射
更广泛的人群。

无论是渔阳里讲座还是兴业讲

堂，都是黄浦区新时代红色文化传
播的新平台。作为党的诞生地所在

区，黄浦区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建党
精神，宣传好、守护好和建设好党的

“精神家园”，责无旁贷。值得一提的
是，大同中学历史教师顾博凯是黄
浦区教师与学生中的“红人”，是《顾

老师讲红色故事》红色网络课程中
的主人公。他走遍中共一大会址、渔

阳里等红色遗迹，六集课程播下来，
每集播放次数都有两万多，影响学

生数十万人次。在他的感召下，一群
黄浦年轻教师组成了编写团队，投

入到红色课程的开发中。

老有所为
“说书人”口述实录红色文化

    历史，需要口述实录，那些像

“说书人”一样传播红色文化的人，
因为是亲历者，他们的口述实录格

外真切。
今年 7月 26日，全国退役军

人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表彰
了 401名全国模范退役军人、91个

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单位和 76

名全国退役军人工作模范个人，上
海市黄浦区军队离休退休干部第

二休养所荣获“全国退役军人工作
模范单位”称号。

在获得此项国家表彰之前，军
休二所还先后荣获过“全国先进军

休所”、“上海市先进军休所”、“上
海市民政系统标准化试点示范单

位”等荣誉称号，连续八次被评为
“上海市文明单位”。军休二所自组

建以来，34年间共接收安置军队离
休退休干部 200名。目前正在服务

和管理的 125名军休干部中，有的
参加过淮海、渡江等战役，为新中

国解放事业立下卓越功勋；有的参
加过抗美援朝、自卫反击战，浴血

奋战捍卫祖国尊严；有的参加过两
弹一星的试验、发射保障，为国防

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
离休干部谈学贤年近九旬，曾

参加上甘岭战役，是这场战役中全

班仅有的两位幸存者之一。20多年
来，他积极参与“老兵讲师团”讲演

活动，先后义务担任多个居委会的
精神文明委员以及七所学校的校

外辅导员。他讲述的《打得英勇、守
得顽强》的故事，在进学校、进军

营、进社区的过程中，犹如一颗种

子，在孩子们、官兵们以及居民群
众们的心中生根发芽，开出向上向

善之花。如今，作为红色历史的“说
书人”，老人家乐此不疲，他深

信———作为一名老战士，有责任向
祖国人民汇报战友们的英勇事迹！

全国先进军休干部刘士照，年
过八旬，也是一位红色文化“说书

人”。22年如一日，他自费订阅 20

余种报刊杂志，坚持在社区举办

“小院壁报”，记录宣传党的路线、
方针、政策和重大决策，每半个月

左右出一期，每期约 6000字左右，
至今已经出了 551期，共 1653版，

被誉为社区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道
风景线。如今，作为红色历史的“说

书人”，老人家初心不忘，老而弥
坚，他深信———作为一名老战士，

用“小院壁报”讲好中国故事，就是
老有所为！    上海是一座城，有历史有故事，

更有精气神。城市的历史和故事，城
市的红色记忆，留存在哪里？一座座

老建筑，一条条弄堂街坊，一串串红
色足迹，还有一个个百年老字号。

2017年 5月，历时半年酝酿，
黄浦区南京东路街道首批二维码铭

牌安装于历史建筑外墙上，阅读建

筑，留存记忆，解读城市精神气韵。
当天，黄浦剧场“黑匣子”小剧场里，

舞台上，短话剧《爱国之声》正在上
演，再现聂耳创作《义勇军进行曲》

的历程。剧终之时，《义勇军进行曲》
奏响，观众席下，一群来自裘锦秋实

验学校的“红领巾”们掌声雷动，全
体起立高唱国歌，孩子们的歌声格

外嘹亮。
1935年 5月 24日，国产进步

电影《风云儿女》在黄浦剧场首映，
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主题歌《义

勇军进行曲》在此首唱，传遍中华大
地，激励着中华儿女共同抵抗侵略

者。82年后，一场简朴庄重的纪念

活动在黄浦剧场里再现峥嵘岁月。
孩子们在小剧场里看话剧，唱国歌。

此时，剧场外，那个藏有“老建筑故
事”的二维码铭牌，正准备上墙。

剧场里纪念活动结束，孩子们
一出来，扫扫墙上的二维码，就能知

道黄浦剧场的光辉历史，二维码铭

牌挂得不高，孩子们扫码完全够得
着。一群“红领巾”把剧场外的二维

码铭牌团团围住，扫了二维码，孩子

们开始“解密”黄浦剧场。黄浦剧场，
原名“金城大戏院”，始建于 1933

年，1934年 2月 1日正式开业。金
城大戏院曾首映了《风云儿女》、《人

生》、《渔光曲》等大量左翼进步影片
并引起轰动，被称为“国片之宫”。

1957年 12月，周恩来总理提议并

亲笔题名“黄浦剧场”。目前，黄浦剧
场是“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读了二维码铭牌，进了剧场，孩子们
对这座城市的红色记忆，将会格外

深刻！
所有的建筑，都是会说话的。今

天，挂在历史建筑外墙上的二维码
铭牌普及黄浦，让建筑可以更方便

地说话，让人们可以更方便地阅读。
建筑能说些什么？不止外貌构造，不

止是历史故事，更有这座城市的精
气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老建筑

透露的精气神，更激励今天的人们
去创造新的辉煌。

阅读建筑
“二维码”解码城市精气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