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革命旧址优秀修复人
● 赵为华 中共一大会址保护修缮工程（包括博文女校），施工类

● 吴公保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保护修缮工程，施工类

● 奚建忠 张闻天故居修缮工程，施工类

● 沈晓明 陈望道旧居———《共产党宣言》陈列馆保护修缮工程，设计类

● 陈中伟 中共一大会址保护修缮工程（包括博文女校），设计类

● 张国庆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修缮工程，监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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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寻访遍布上海的红色革命旧址、遗址，没有

一张指引的地图怎么行？今天下午，在上海展览中
心举行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会场，《上海红色

文化地图（2021版）》（以下简称“地图”）正式发布，
跟随着这张地图，许多原先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

红色遗址都将可以实地探访———从中国共产党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址到位于不远处的中国共产

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宿舍旧址，周边的中国共产

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
央机关旧址……一处处如火苗般闪耀的标记，勾勒

出一条条百年红色的发展之路。
据介绍，《上海红色文化地图（2021版）》目录以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汇编整理的 600余处红色文化
资源为基础，以五四运动起始至上海解放为时限，含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文物保护点、优秀历史建筑和立
碑挂牌的红色革命旧址、遗址以及纪念设施，从中选

取红色文化资源 379处（2020版有 188处）。其中包
括：革命旧址 195处，革命遗址 83处，纪念设施 101

处。尚待考证或位置不明确的点位暂不收录。
地图目录定名围绕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地方性

法规的制定，吸收市委党史研究室、市规划资源局
意见，文物保护单位以各级政府公布名称或公布名

称加注红色史迹为主；优秀历史建筑、竖碑挂牌的
遗址和旧址等采纳市委党史研究室的建议命名；重

名或名称相近的点位，补充路名加以?分说明。为

方便市民寻访学习，点位地址均为今址。
2021版地图在 2020版设计基础上，创新采用

“主图+附图”形式，构成小开本套装组合。主图正
面标注 379处点位，背面印制 100个重要点位的图

片；附图（《上海红色文化之旅》）正面设计了 6条红
色资源寻访路线，标注红色文化资源手绘图案和交

通方式，便于读者按图索骥，背面重点推荐若干处

对外开放且展示内容较为丰富的红色场馆、旧址，
供市民深度体验。6条路线均可拆分为独立的小地

图，便于市民携带使用。同时，以“纸质+电子”形
式，配套设计电子版本，供读者扫码浏览，对 100处

重要点位予以图文详细介绍。
据介绍，新版地图的出版有助于充分利用上海

的红色资源，让旧址遗址成为党史“教室”，让文物
史料成为党史“教材”，让英烈模范成为党史“教

师”，引导人们铭记革命先辈的奋斗牺牲和崇高风
范，形成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生动效应，更好地把

红色基因传下去。地图在线下出版发行后，电子版
地图将同步上线使用。届时全市的博物馆、文化馆

将限量免费赠阅纸质版地图，并鼓励市民扫码使用
电子版地图，欢迎广大市民群众按图索骥打卡寻

访，在“七一”到来之际掀起一轮打卡红色文化资源
的热潮。 本报记者 徐翌晟

    今天下午，第二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

示范项目”揭晓，中共一大会址保护修缮工程（含博
文女校）、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修缮工程、茂名路毛泽东旧居保护修缮工
程、孙科住宅保护修缮工程、圣约翰大学近代建筑

格致楼保护修缮工程、上海市肺科医院叶家花园保
护修缮工程、天平街道“邻里汇”(?鲁木齐南路 64

?)保护修缮工程、修道院公寓（衡复历史文化风貌

展示馆）保护修缮工程、淮海大楼保护修缮工程、上
海宋庆龄故居预防性保护等 10个项目入选推介名

单，其中有 8处在修缮后向社会开放。
今年是建党百年，推介名单中有 4个项目 5处

建筑属于革命文物，超过总数的三分之一，多处革
命文物在修缮过程中找到了历史图纸或历史照片，

为恢复文物原状提供了扎实有力的依据。
据透露，此次推介活动共收到 24份申报材料。

其中保护修缮项目 16个、活化利用项目 6个、预防
性保护项目 2个。遍布市?、郊?；保护级别包括国

保、市保、?保/?文保点和优秀历史建筑；建筑结
构类型有木结构、砖木结构、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

等；功能类型有住宅、观演、典当、商业、文化、办公、
医疗等。可以说，申报项目能够一定程度折射出目

前全市文物保护工程的现状，体现了上海文物保护
工程从业单位的技术水平，汇总了文物建筑活化利

用的主要模式，探索了上海近现代文物建筑预防性

保护的思路和实施方法。

近年来，上海市积极开展预防性保护的探索和
研究，强化理念创新、技术创新和机制创新，尽早发

现文物建筑存在的潜在风险，及时干预，防患于未
然，更好地使文物建筑延年益寿。

此次评选不仅重视文物建筑是否保护修缮做
得好，保持文物原状，同时也关注如何利用文物资

源，发挥社会教育功能，向公众开放，满足群众多元

化需求。 本报记者 徐翌晟
又讯（记者 徐翌晟）今天，上海市文物保护工

程行业协会还公布了 6位“上海市革命旧址优秀修
复人”。

“上海市革命旧址优秀修复人”推介活动始于
今年 5月，推介对象都是工作在一线的工作人员，

对于革命旧址的修复起到了最直接的作用。他们所
主持的保护修缮工程项目，都是重要的有影响力的

革命旧址。“优秀修复人”陈中伟告诉记者，“修缮工
程坚持‘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所涉及的原工

艺、原材料进行详细的考证和研究，还原历史原
貌；同时还要满足中共一大会址的‘可读性’。如何

把握新与旧，保存与改变面貌是修缮过程的核心
问题。为此我们和专家进行多次研究和讨论，经过

多次试验和研究，最后按照‘最少干预’的原则，修
复损坏的砖面。尊重历史，保存历史信息始终贯穿

修缮过程。”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2021版）》今天发布

处红色地址让你一目了然

第二届上海市建筑遗产保护利用示范项目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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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一大会址（含博文女校）

■ 孙科住宅

■ 上海茂名路毛泽东旧居

■ 上海宋庆龄故居

■ 天平街道“邻里汇”

■ 修道院公寓 （衡复历

史文化风貌展示馆）

■ 中国共产党发起地

（《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 淮海大楼

中共一大会址
毛泽东旧居等入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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