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人大代表、 安徽合肥公交
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 李祥斌

合肥是一块红色沃土，将充分
利用长三角红色博物馆合作联盟这

一平台，形成史料共享、巡展联展
的长效机制， 开展互送主题展览、

党建课程的常态活动， 讲好长三角
红色故事。

一个故事
不同侧面

昨天，在今年全国两会首场
“代表通道”上，袁晶分享了“一?

大党和一条小船”的故事。十余年
扎根基层传播党史，她长期关注红

色资源的弘扬保护，连续几年提交
建议，呼吁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背

景下，开展红色资源跨区域联动。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上海党
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我

们党梦想起航的地方。一部党的创
建史，让上海和嘉兴结下不解之

缘，两地如何共同讲好党的诞生故
事？”袁晶代表建议进一步强化协

调统筹，目前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正实施场馆修缮改造，南湖革命纪

念馆也在全面改版提升，结合两馆
的改造升级，对展陈内容加以丰富

充实和互补衔接，既有机联系，又
各有侧重，生动完整地重现中国共

产党的诞生历程。
在庆祝建党百年的重大节点

和推动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
展的重要契机，共同传承长三角的

红色基因，这与全国人大代表、上
海市黄浦区委书记杲云的建议不

谋而合。“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还
原了会议室原址，馆内展陈聚焦中

国共产党的创建历史，嘉兴南湖革
命纪念馆主打‘红船’精神，展现的

是同一段革命历史的不同侧面。”
“把长三角红色文化打造得更

成体系，既要在共享中促进融合，

又要在融合中彰显特色。”杲云代
表建议，各地要秉承“资源共享、信

息共通、品牌共创、实现共赢”理
念，共同讲述好红色历史、传播好

红色文化，同时保持优势特色，坚
持差异化发展，凸显各地红色文化

中不同的精神内核。

一部立法
区域协作

3月 3?，《上海市红色资源传
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公开征求

意见，明确提出“长三角区域协作”，
推动长三角区域红色资源传承弘扬

和保护利用的协同发展，开展红色
资源理论研究、馆际交流、文艺创

作、红色旅游等活动，加强红色资源

共享共用，提升长三角区域发扬红
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的整体水平。

“地方立法对统筹整合红色资
源、打响文化品牌意义重大。”全国

人大代表、江苏省演艺集团总经理
柯军坦言，上海的做法值得江苏借

鉴学习，南京正在开展红色文化资
源保护立法，建立健全具有地方特

色的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机制。
“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

地所在区，黄浦区域内有 146处革
命遗址遗迹，数量居全市首位，这

些构成了丰富的红色基因，奠定了
丰厚的红色底蕴，近年通过线上与

线下结合，向长三角地区展示。”杲
云代表认为，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步伐的加速，红色文化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也迎来了融合发

展的有利契机。
今年，中共中央决定在全党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红色资源理论研
究备受关注。袁晶代表建议，整合长

三角和国内党史研究机构、专家资
源，围绕党的创建史，统筹重点研究

课题，统筹文物史料利用，统筹研究

力量安排，共同探讨建设政党研究
智库，联合推出一批研究成果。

勇于打破以往“分而治之”的局
面，实现长三角区域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是长三角代表们
的共同心声，盼望从原来简单叠加

的“量变”，到协同发展的“质变”。

一个联盟
资源集结

今年 1月，来自上海、嘉兴、南
京、合肥、杭州等地的重要红色博

物馆集结，成立长三角地区首?红
色博物馆合作联盟。

“合肥是一块红色沃土。”吴山
庙武装起义旧址、新四军江北指挥

部旧址、渡江战役总前委旧址……

提起家乡的红色遗迹，全国人大代
表、合肥公交集团客服中心副主任

李祥斌了如指掌。2019年，渡江战
役纪念馆作为发起单位，与上海、江

苏等地红色场馆、纪念地合作编写
《渡江战役红色故事》。今年 1月，渡

江战役纪念馆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中国共产党杭

州历史馆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地区
首?红色博物馆合作联盟。“合肥

将进一步加强与长三角地区在红
色展览上的交流和合作，渡江战役

纪念馆的原创展览《百万雄师过大
江》今年将在上海国旗馆展出。”李

祥斌代表希望，充分利用长三角红
色博物馆合作联盟这?平台，形成

史料共享、巡展联展的长效机制，
开展互送主题展览、党建课程的常

态活动，讲好长三角红色故事。
疫情期间，“云展览”跃升热

潮。例如，安徽六安市金寨县革命
博物馆研究将博物馆“搬”到网上，

借助新媒体平台，让公众多角度、
多元化感受“近在咫尺”的博物馆，

取得很好反响。袁晶代表建议，长

三角联动打造“红色云展”，例如沪
嘉两地合作共建中共一大会议“网

上纪念馆”：“有利于打破地域空间
限制，更完整、系统讲述和还原建

党历程，并且创新展陈和体验方
式，开启两地合作建设建党纪念地

的新形式。”

一批精品
打响品牌

“以庆祝建党百年为契机，共
同挖掘红色资源，进一步打造具有

长三角标识的代表性文艺作品。”
柯军代表介绍，从“恩来精神”“雨

花英烈精神”到“新四军铁军精神”
“淮海战役精神”，江苏红色文化资

源丰富，正积极推出一系列原创品

牌剧目，今年计划推动歌剧《周恩
来》巡演。“我们和长三角地区文

联、剧协一直保持着紧密联系，每
年都会组织三省一市的艺术家采

用‘文艺双扎’的形式，传播传承红

色文化”。
“上海在整合国内国际优质资

源、打造红色文化精品上，值得我

们深入学习和借鉴。”柯军代表直
言。在牛年央视元宵晚会，杂技节

目《丰碑》惊艳全场，这段 4分半钟
的节目选自杂技剧《战上海》，从舞

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到杂技剧《战
上海》，“上海出品”的红色文艺作

品获得观众和业界的点赞，既“叫
好”又“叫座”。在红色精品艺术创

作上，长三角地区成果丰硕。例如，
安徽六安市着眼于校地合作，搭建

红色文化智库，精心策划重大红色
主题研究，创作了一批有影响力的

红色电视剧、广播剧、庐剧、图书，
艺术化地阐释、传播大别山精神。

“今年上海首部迎接建党 100

周年舞台剧《红色的起点》，正沿着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的历史轨迹巡

演，从上海出发，途经红船精神诞
生地浙江、农村改革发源地安徽等

10 多?省市，计划演出 100 余
场。”杲云代表期盼，长三角区域加

强合作，在文学、影视、舞台、美术、
音乐、群众文艺和网络文艺等领域

推出精品力作。

一条线路
连点成面

“回眸一大历程，寻访百年初
心，今年上海和浙江嘉兴可联合开

发红色文旅路线，共同打造‘重走
一大路’初心之旅品牌项目，推动

上海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等红色
文化旅游景点串点成线。”袁晶代

表介绍，去年，嘉兴把重点红色旅

游景区（点）从 42?拓展至 70?，
推出了“首创之旅”“奋斗之旅”“奉

献之旅”三大主题 12条精品游线
路，受到游客欢迎，建议长三角联

动发展红色研学游等，通过现场教
学、红色寻访、社会实践等活动，开

展党史学习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党员理想信念教育。

通过一条条旅游线路，把长三
角红色人物、故事、地标串珠成

链。杲云代表介绍，依托长三角旅
游推广联盟，黄浦区先后赴安徽、

浙江、江苏等地举办文旅推介活
动，以多媒体形式推出多条红色

旅游精品线路，向长三角地区展
示黄浦、展示上海丰富的红色

文旅资源。“推动长三角区域城市
红色旅游合作，打造以点带线、以

线联面、点面结合的长三角红色旅
游圈。”

“要加快推进长三角红色旅
游一体化发展。”李祥斌代表强

调，通过完善长三角三省一市
文化和旅游部门联合会商协调

机制，梳理长三角红色旅游资

源，制定一体化红色旅游发展总
体规划，构建长三角高质量互补

发展格局，提供更加优质的红色
旅游产品。“弘扬红色传统，建立

长三角三省一市红色旅游发展新
格局。”

首席记者 范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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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加“量变”到协同“质变”
沪苏浙皖四地代表共话弘扬红色资源

“去年全国两会，我提交了一份关于深化沪
嘉合作共同打造建党百年纪念地的建议，很快就
收到了上海市政府的答复，非常欣喜。”当得知记
者来自上海，全国人大代表、南湖革命纪念馆宣
教部副主任袁晶笑道“很亲切”。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从上海

党的一大会址到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从江苏南京
雨花台到安徽合肥渡江第一船，红色是长三角的
共同基因。今年全国两会，长三角区域如何传承
红色资源、发扬红色传统、弘扬红色文化，引发沪
苏浙皖四地的全国人大代表共鸣和热议，积极建
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黄浦区委
书记 杲云

作为党的诞生地和初心始发地

所在区，黄浦区域内有 146处革命遗
址遗迹，数量居上海首位。 随着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步伐的加速，红色文化
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也迎来了

融合发展的有利契机。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演艺集团
总经理 柯军

从 “恩来精神”“雨花英烈精神”

到 “新四军铁军精神”“淮海战役精

神”，江苏红色文化资源丰富，以庆祝
建党百年为契机， 共同挖掘红色资

源，进一步打造具有长三角标识的代
表性原创文艺作品。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南湖革命纪
念馆宣教部副主任 袁晶
长三角联动打造“红色云展”，例

如沪嘉两地合作共建中共一大会议

“网上纪念馆”，有利于打破地域空间
限制，更完整、系统讲述和还原建党

历程，开启两地合作建设建党纪念地
的新形式。

沪 苏 浙 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