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2021年全市居村“两

委”换届工作总结会昨天召开。市委
副书记于绍良出席会议并讲话。

于绍良指出，全市各级党组织坚
持把加强党的领导贯穿居村“两委”换

届工作始终，树立鲜明的选人用人导
向，换届质量高、效果好。新一届居村

基层班子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考察上海和在浦东开发开放 30周
年庆祝大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厚植人

民情怀，提高能力素养，强化责任担
当，拿出“上任即开考、上马就奔跑”的

劲头，在建设人民城市的火热实践中，
干出基层工作的大作为，以开局起步

的好状态好成绩庆祝建党 100周年。

要不断提高政治能力，坚持不懈用党
的创新理论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

实践、推动工作，确保各项工作始终沿
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要不断提高

抓党建的能力，坚持在大局下思考、
在大局下行动，持续做深做实党建

引领基层治理。要不断提高做群众
工作的能力。把群众当亲人，善于站

在群众角度想问题做工作，切实为
群众办实事办好事。要不断提高干

净干事的能力，正己修身、清白做

人，依法依规履职、廉洁秉公用权。

    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做了怎样

的发言？陈乔年的学籍档案上写了什
么？今天，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

向公众开放，相关史料陈列展同时开
展，这些问题的答案，都藏身其中。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位于
静安区江宁路 673弄 10号（原戈登

路 1141号），地处文余里。据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研究室负责人倪娜介
绍，按照“上海市迎接建党百年———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总体
部署，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史

料陈列展筹备自 2018年 2月启动，
经过 3年多的努力，先后赴北京、浙

江、湖北、湖南、中国台湾，俄罗斯等
地开展史料征集工作。

此次展览共分为三个部分：疾风
劲草———发端与建立、暗夜星火———

坚守与发展、烈火真金———忠诚与奉
献，再现了中央秘书处从大革命失败

至 1933年初中共中央迁往革命根据

地，前后 5年多时间里，在党中央的
亲自领导下，中共中央秘书处身处逆

境，在上海所开展的各项工作。
记者在现场看到，此次史料陈

列展共展出了 100余件图文资料。
其中《王若飞在中共六大上的发言

稿》（手迹）、《陈乔年在莫斯科中山

大学的学籍档案》、《张人亚留苏个
人简历》等均为俄罗斯国立政治历

史档案馆馆藏复制件。
展览还展出了《中央秘书处编

印的<秘书处通信>第一期》、《中央
秘书处过去的缺点和最近工作计

划》（1929 年 10 月）、中央秘书处
《第一科二三四月份工作报告》

（1930 年 5 月）、《中央秘书处工作
报告大纲》（1929 年 10 月）、《秘书

处的组织及其工作报告大纲》（1930
年 1 月 28 日）、1929 年 3 月 28 日

印发的《中共中央秘密委员会关于

秘密技术工作规定》等一批重要文
件，均为中央档案馆馆藏复制件，这

也是国内首次系统展示中共中央秘
书处在上海所开展的工作。

此外，展出的部分桌椅、沙发、
茶几、皮箱等老物件，《张纪恩回忆

中共中央机关直属党支部工作的手

稿》、张越霞生前长期使用的小皮箱
以及在狱中为女儿缝制的肚兜等，

均为秘书处工作人员张纪恩、张越
霞后人捐赠的原件。陈为人整理中

央文库档案用过的剪刀为中共一大
纪念馆馆藏复制件，原物为国家一

级文物。
据倪娜介绍，秘书处机关旧址

的修缮工程，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
旧，最小干预原则，采用传统工艺对

建筑进行保护性修缮，原汁原味恢复
原有新式石库门建筑特色，延续了历

史的文脉。修缮工程通过对主体建筑
屋面、外立面、外部木门窗的整修更

新，以及对马赛克地坪、木楼梯、木地
板、格栅等重点保护部位进行科学设

计、合理修缮，再现建筑原有风貌。
开展仪式上，还以首演的形式

代替了传统首讲，给观众带来身临
其境的沉浸式观展体验。

据悉，“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
工程“一馆五址”中的中共中央特科

机关旧址目前也已经完成了修缮工
作，近日起接受团体预约参观。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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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01，007，052，133，139……”

这一连串的数字代表着什么呢？ 在
今天下午首发的 《上海红色文化地
图（2021 版）》上，你将找到答案：

001 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
表大会会址，也就是曾经的树德里；

007 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
机关旧址……

据上海市测绘院第四分院总工
程师忻静介绍， 此次新版地图采用
了一个小开本“1+6”套装地图，包
括一张《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和一张
《上海红色文化之旅》。 从内容设计
上，我们以最新复核的 612处红色
资源为基础， 兼顾了各级文物保护
单位、文物保护点、优秀历史建筑和

立碑挂牌的红色旧址、 遗址以及纪
念设施， 总共收录了自五四运动至
上海解放时期具有代表性的 379

处红色资源信息， 这也是红色文化
地图发行以来最全面的一次。

忻静透露， 为了引导市民重温
党的历史， 感悟红色文化，《上海红
色文化之旅》 设计了六张可独立使
用的手绘风寻访线路小地图。届时，

纸质版地图将发放至部分公共文化
场所供市民取阅， 并鼓励市民扫码
使用电子版地图，按图索骥、打卡寻
访，体验红色之旅。

上海红色资源非常丰富， 红色
文化已经融入这座城市的基因，构
成了上海城市精神的鲜明底色，如
何充分挖掘、用好这些资源？很重要
的一点就是通过各种途径， 将红色
地标由“点”连成“线”。

6月 3日，中共一大纪念馆正式
开馆后， 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
注，许多市民来到纪念馆感悟中国共
产党诞生的历程。纪念馆外墙上一个
个拱形门楣下蕴含“红色密码”，展示
着树德里、渔阳里、广吉里等 12处
承载上海红色历史的里弄铭牌。据上
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设计总监、“一
大”陈展总设计师胡晓云介绍，这些
镌刻着红色基因的名字，做成门头形
式被安置于外墙之上，展现了上海这
座英雄的城市，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
后，党中央在这里前后开展了 12年
城市斗争的那段恢弘的历史。

充分用好上海各类红色资源，

推动革命旧址遗迹成为党史 “教
室”， 把有深度的故事讲得有温度，

把有精神的故事讲得更精彩， 特别
是将历史故事和现实场景结合起

来，可以形成穿越时空、历久弥新的
生动效应， 而连接各个红色地标的
交通工具和站点本身， 也可以成为
一道靓丽的红色风景线。

从上海轨交 10、13号线新天地
站 6号口出站， 步行 500米左右，就
能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这两天，不少
市民和游客行走于新天地站， 会发现
“主题角”“回顾角”“文化角”“演艺角”

等四大展区， 利用平面展示、 实物展
陈、 书画作品展示以及演艺片段播放
等形式， 让乘客在出行中回归初心始
发地， 感受中国共产党百年来走过的
光荣之路，像上海的“三馆五址”、龙华
烈士陵园等 10余处红色场馆，与“广
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南昌八一起义纪
念馆”“古田会议纪念馆”“遵义会议会
址”“革命圣地延安”“西柏坡七届二中
全会会址” 等相映生辉， 形成了一条

“红色石库门”通道，加上以画家洪健
《上海·红色起源地》 石库门组画为设
计素材，徜徉其间，可以“身临其境”体
会到中国共产党 “从石库门走向天安
门”的伟大历史。

市委书记李强曾说， 党的百年
历史大量蕴含于实物史料、 文物遗
迹之中，身临其境、置身其中的现场
教学往往更生动、 更直观。 边学边
想、边想边悟，发扬红色传统、传承
红色基因，可以鼓起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

红色文化给城市留下的脉络和
痕迹，是属于城市的独家记忆。通过
“解码”红色地标，可以更好地激活
城市记忆，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荣
传统鼓舞人、感染人、打动人，让建
党精神和党的初心在上海这座城市
永放光芒。

按图索骥，深度体验红色之旅
方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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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阿拉说变化③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 64

对“小家”的向往，藏着大家的城市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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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大党 ·阿拉说变化》的第 3集，我们从“家”入手，聊聊“住”

的变化，说说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全国首个工人新村曹杨一村即将告别过去的逼仄，旧貌换新颜。

与此同时，伴随着上海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改造，弄堂、马桶、煤球炉，

大都成了回忆。取而代之的是更便捷、更智能、更美好的生活。
62岁的叶敏军从小在曹杨一村长大，这回终于能

在原地住上新房了！从事征收动迁工作 30多年的张

国樑看到过哪些酸甜苦辣？乒乓奥运冠军、上海市体
育局竞体处处长王励勤又对城市变迁有怎样的感

触？ 《十分上海》摄制组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王若飞在六大做了怎样的发言？
陈乔年学籍档案上写了些什么？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史料陈列展今起开展

上任即开考 上马就奔跑
    全市居村“两委”换届工作总结会
举行，于绍良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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