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春的心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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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里，“光荣

之城”全景沙盘是一个大亮点，全
面展示从 1921 年至 1933 年中共

中央机关在上海期间领导全国党
组织开展革命斗争的重要红色足

迹和当时的城市风貌。很多观众啧
啧称赞的同时，心中难免会有疑

问，上面到底有多少个模型？能反

映当年的历史原貌吗？背后又有怎
样的故事？对此，记者专访了上海

浦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设计总监
戴轶飞，疑问都将解开。

到底有多少个模型？

戴轶飞介绍，这个沙盘展项是
由他们公司承接的，从酝酿、设计、

制作到现在正式亮相，经过了 1年
多时间。最开始，团队一致认为，要

么不做，要做就要保证准确性，不
仅要有艺术价值，还要有学术价

值，所以前期做了非常多的试样

段，包括场外进行 1：1搭建。
模型主体形态设计来源于上

海市测绘院依据 1948年上海城区
航空影像图，数字化拼合后的城区

形态。同时在细节设计过程中参考
了上海城市规划院提供《里坊平面

图》、1946年版《上海街道详图》及
国外参考文献，进行落地深化。在

地块性质、建筑类别、路网走向、水
文地理等诸多方面尽可能地还原

用上世纪二十、三十年代上海城区
的城市肌理。尤其在反映“中共中

央在上海的十二年”这一核心主题
方面，以权威专家精心提炼出的

44处红色遗址、遗迹为母本，进行

重点数字化建模和展示。
“大大小小 3万个模型都是

CAD画出来然后建的模，有些是
3D打印，有些是 CAD切割完后手

工粘的，因为一些太小的模型，3D
打印无法完成。”戴轶飞认为，“整

个作品只有让人家第一眼弹眼落

睛，才会仔细看下去，看有什么门
道，因此，如何做好视觉很关键”。

如何做到弹眼落睛？

一开始团队也找了很多参考，
怕房子颜色多了会看花眼，想用原

木色。但做出来后细看没有味道，有
点像一般的规划沙盘。所以改做写

实的颜色。模型上的颜色很多是用

手一点一点画出来的。“这个很辛
苦，我们试了很多方式如何大面积

上色，是先上色再切割再制作，还是
做完后上色，再修修补补，实际上到

最后，可能只有亲自做的师傅才能
说清楚他是怎么做的才更顺手。”

沙盘做出来后，除了非常耐

看，还被赋予了新媒体技术。但在
运用投影时，就碰到了技术问题。

如果投影一般颜色素的规划沙盘，
基本上能形成一个投影面，上面出

文字出图形等都可以，但是这个沙
盘是写实的颜色，还有很多细节以

及一些高高低低起伏的东西，打大
的文字和图片都可能看不清，打小

的完全看不清。

“最后大家决定抓主要目标，看
怎样能够出效果、怎样在一分多钟

时间里面把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
12年的事情讲清楚，所以会看到很

多一些震荡波的效果、一些色块的
效果、一些走线的效果，大面积的光

影刷出去和刷进来的效果。”

85分后如何更进一步？

“做好投影后，团队认为至少
85分有了，但是觉得可能还不够，

于是决定在投影的基础上辅助高

亮的激光。这就又带来了技术问
题，两者需要同步。”戴轶飞说。

“从‘一大’到‘二大’，‘二大’

到‘四大’，沙盘上的激光随着讲解

线路的变化而移动。那根淡淡的标
示线路的线是投影，亮的点是激

光，包括最后出来的‘光荣之城’的
字和党徽的勾边都是激光。所以它

要做到很精准的同步，所有的声光
电技术皆由智能中控系统统一发

送指令，从而做到各媒介之间的同

步。把激光加上去以后，其实等于

是把 85分再往上提了，加和不加

效果完全不一样。”

最后一天还在改烟囱
整个沙盘的比例是 1：1350，考

虑到人眼的观赏性，普通的住宅是

1：900。“有些比例是放大的，比如一
大做到 1:500，尤其把它周围的地方

空开一点，然后投影打上去，激光打
上去才能够显现出来。在比例上已

经反反复复调整过很多次。”

在开馆前一天，记者探馆时看
到，技术工人还在调整烟囱。戴轶

飞解释，老闸北苏州河沿线当年有
很多工厂，烟囱是最明显的标志，

但烟囱的比例起初做的时候疏忽

了，后来和模型上被放大比例的国

际饭店一比较就发现不对了。“其
实又小又细的烟囱很难做，但我们

发现后还是连夜改掉了。”
“展项《光荣之城》是外在形式

具备一定学术意义和艺术价值的

手工微缩场景，而其运转内核则体

现在一整套从前至后的数字化技

术的系统合成。”戴轶飞总结道。
本报记者 屠瑜

揭秘中共一大纪念馆“光荣之城”大沙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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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城百门党史学习教育“课程思政”示范课和红色育人版图正式发布，

00后、10后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入了迷———

又是一年高考季。来自去年高考的一组数
据让人颇为感触———2020年，上海考生报考医
学类相关专业人次较 2019 年上涨 21.49%，
很多考生直言，抗疫战场上的“白衣战士”成了
自己的新偶像。

立德成人、立志成才，青年人的选择，离不
开课堂的浸润和师长的引领。去年以来，上海

面向不同学段学生推出一批“抗疫思政课”，让
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显著政治优势有了更直观的认识。
而这只是申城校园思政课堂、党史教育的缩

影。在党的诞生地上海，教育的智慧让00后、10
后青少年对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入了迷、动了
情，让青春的心跳和家国情怀同频共振。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在昨天举行的上海学校依托课

程思政育人体系深入推进党史学习
教育现场活动上，浓缩了沪上高校

党史教育精华的百门党史学习教育
“课程思政”示范课和上海学校内外

红色育人版图，正式发布。百集党史
学习教育特别节目也已上线，由全

市青年学生和青年教师担当“青春

讲述人”，讲述“百年青春潮”。

讲好故事
让党史学习“时髦”

说起党史学习，说起思政课
堂，你会想到什么？说教和“大道

理”？快到申城的校园，看看这些生
动的脸庞，打破你的“刻板印象”

吧———
看，在同济大学附属实验小

学，孩子们正在给李白烈士写信，

笔法稚嫩，但情感真挚。
在华东师范大学附属第二中

学，高中生们分别从解放军指战
员、上海老百姓、资本家、工人兄弟

等视角出发，全面分析社会不同阶
层对上海解放的看法。

“建设人民城市存在哪些‘卡
脖子’问题？请结合自身专业，畅想

如何通过科技创新赋能人民城市
建设？”这是上海交通大学思政课

教师周凯留给同学们的思考，他以

杨浦滨江发电厂、自来水厂的华丽
变身为例，为青年学子揭示人民城

市所蕴含的理论内涵和时代要求。

记者从上海市教委了解到，为
了充分用足用好上海的资源优势，

申城大中小学校用 VR、AR和说唱
等“时髦”的方式，创新打造了一批

“校史课堂”“实景课堂”“数字课堂”
“主播课堂”。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

学、东华大学等高校创作排演了《陈

望道》《钱学森》《钱宝钧》等近 20部
“大师剧”，各中小学将红色故事和

革命事迹打造成“红色校史”特色共
享课程，推出了一大批校史微课、一

系列校本跨学科思政微课。

青春发声
和百年历史共鸣
“党史学习，要让我们现在的

学生，生在盛世，能够懂得自己肩

负的责任，懂得知恩感恩，挑起为
国为民的重担，挑起党和国家的未

来。”会议现场，人民教育家于漪老
师在视频中语重心长地叮咛。

正如于漪老师所言，如今，一
批批申城学子，正通过和历史的对

话，用青春的声音诉说对英雄的敬

仰，更讲述报国的决心。上海市教
卫工作党委创新打造的《百年青春

潮》特别节目于 5月 27日起正式开
播，在“上海开放大学”“上海教育电

视台”学习强国号同步推出。100名
来自上海高校的“青春讲述人”，以

百个历史人物、百段青春故事、百部
红色影片、百句奋斗箴言，展开时空

对话，讲好党的初心故事。

担任首位“青春讲述人”的是
2020年度上海最美退伍军人、华东

政法大学学生郭宇航。2017年入学

之初，他就报名参军入伍，成为一名

消防兵，曾担任普陀区唯一一辆特种

救援车辆战斗员。“72年前的今天，上

海全面解放，整座城市完好无损。就
在枪声停息后的第一个清晨，当市民

们打开家门，便被眼前的景象深深
感动了，湿漉漉的马路两侧睡满了

身着黄布军装的解放军战士……”
郭宇航带领大家翻开历史书页，也

讲述着自己从陈毅市长身上获得的

精神力量，“他金戈铁马，他兼济天
下，从青春一路挥毫至共和。而我也

跟随他的步伐，携笔从戎，应征入伍，
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大学生消防战士

……浴血革命浇筑了春暖花开，百年
历史刻入我们的情怀血脉！”

穿越时光
在街头巷尾共情
在会议现场，由七张红色主题

电子地图构成的“上海市大中小学

校内外红色育人电子版图”正式发
布。轻点图标，百余所中小学和十

余所高校与党史相关的红色足迹
介绍，跃然屏幕，91个校园红色建

筑背后的故事，带你“穿越”时光。
在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黄浦

区，校园内藏着丰富的红色资

源———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所在地
的老闸捕房旧址曾临时关押过五卅

运动革命志士，格致中学校友麦新
创作的《大刀进行曲》唱响了抗日救

亡时代的强音……日前，一堂以“初
心之地燃薪火·红色热土育新人”为

主题的黄浦区教育系统“师说红课”

主题情景党课亮相，主题党课上启
动了《时代先觉者Ⅱ》的首发仪式。

这部从去年 9月开始筹备，历时 7

个月的“党史”理论教育宣讲片，开

启了黄浦校园里的红色记忆。
市南中学校友陈仲信是上海

解放前最后一位牺牲的地下党员，
烈士一定不会想到，他的故事，会

在大半个世纪后，和后人相遇———
该校思政课教师徐轶铖在文庙旧

书市场淘到了一本 70年代出版的
纪念陈仲信同志牺牲 30 周年的

纪念册，里面有许多当时还在世
的战友，从不同角度、多个年龄段

回忆曾经和陈仲信烈士并肩战斗
的日子。后来，师生们陆续淘到了

多本关于陈仲信烈士的旧书，将
这位校友勾勒得更为饱满。学校

将烈士牺牲的日期定为学校“5·25
烈士纪念日”，也将烈士故事改编

搬上了舞台。
首席记者 陆梓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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