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

一大文创大白兔红色文创产品首
发仪式，在中共一大纪念馆报告厅

举行，一大文创携手“国民奶糖”大
白兔，推出了联名款红色文创奶

糖礼盒，以“一大”标志性建筑“树
德里”石库门头为原型，开启了一

场红色文化与经典国货的时代碰

撞，传递红色精神，带着浓浓的家
国情怀。

作为上海特色代表名片，大
白兔自 1959 年诞生以来，不仅肩

负着传承快乐，分享甜蜜的使命，

更与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密不
可分。本次一大文创大白兔红色

文创奶糖礼盒，在守正创新的同
时，以多元化、潮流化的创意灵

感，多角度展现了属于上海这座

城市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将红

色文化所传递出的情感赋予文
创，不仅成为了“带得走的红色文

化符号”，随之而来的红色精神更
是走入千家万户，成为历史的诉

说者与传递者，让人们在感受时

代脉搏的同时，感恩当下的甜蜜

生活。
一大文创大白兔红色文创首

发仪式启动装置，以石库门为原
型，大白兔怀抱红色初心坐落于

石库门两侧，而红色初心上的

“1921”和“2021”则连接了时间与

空间，串联起了过去与现在。

一大文创大白兔红色文创奶
糖礼盒内含 21 颗奶糖，寓意着

1921-2021 这段百年峥嵘岁月，而
净含量 100克，则体现建党 100周

年。其外观的设计灵感源于中共一
大会址的石库门建筑造型，通过工

艺的变化，致力于还原石库门的砖

瓦质感；特别定制款的糖纸，不仅
将大白兔经典 IP兔与石库门相结

合，更融合了红色初心。

红色文化与经典国货碰撞
一大文创大白兔红色文创产品昨首发

    这几天，申城的法治天空群星
闪耀。 十一届市委十一次全会上，

审议通过了《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厚
植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全面提
升上海城市软实力的意见》， 其中
在“六个让”里，让法治名片更加闪
亮妥妥“上榜”，彰显出法治在城市
软实力发展中的“硬道理”。

全会刚刚闭幕， 第二天上午，

上海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通过了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关于加强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
放法治保障 制定浦东新区法规的
决定》。 这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
授权上海在浦东新区变通适用国
家法律、行政法规，是新时代我国
立法制度的一次重大变革创新。

昨天，和老百姓密切相关的一
项法律也应声而落。市十五届人大

常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日前审议
并表决通过了《关于进一步促进和
保障“一网通办”改革的决定》，这
意味着“随申码”、电子证照、“政务
智能办”、“一业一证” 等多领域创
新内容被法律固定下来，并将在法
律保障下，通过“好差评”制度等，

接受社会的监督不断完善。

良法善治润人心，和这座城市
的每个人息息相关。好的法治环境
是“压舱石”，直接关系到城市的安
全指数、幸福指数。 正是在构筑城
市安全预防体系中、在强化风险防
控和应急处置能力中，城市的安全
感与日俱增， 吸引人们近悦远来，

汇聚到上海这座“世界会客厅”。上
海德国德乐亚太区总裁、来自瑞士
的罗曼曾在 3大洲工作， 去过 50

多个国家。 2013年，罗曼来上海
工作并很快爱上了这座城市。 “虽
然我是一个瑞士人，但我觉得上海
更加安全，因为你不用为孩子们的

安全担心，哪怕是半夜，他们都可
以自己乘车或步行回家。 ”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全
球城市的发展实践证明，城市的繁
荣发展与法治呈正相关性，竞争力
强的国际化大都市都具有法治发
达、治理规范的明显特征。”市委委
员、 市司法局局长陆卫东表示，在
提升城市软实力的过程中，应当善
于运用法治思维， 构建科学立法、

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
良好格局，不断提升执法司法公信
力，构建更加完善的现代公共法律
服务体系，营造国际一流法治化营
商环境，打造亚太仲裁中心，建设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高地。

来自韩国的辛炯官是未来益
财投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董事
长，他认为，公司能够在上海顺利
发展， 与优良的营商环境息息相
关，“上海是中国契约精神的代
表。”疫情之下，上海吸引外资依然

逆势飞扬，以约占全国万分之六的
面积、百分之二的人口，吸引了超
过十分之一的实际使用外资金额。

有的外资企业还将亚太总部从海
外迁来上海，上海距离“外资首选
地”的目标并不遥远。

民之福祉，法之所系。“人人都
是软实力”“人人参与软实力”，法
治让人们对未来预期明朗并充满
希冀。6月 23日，市十五届人大常
委会第三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了
《上海市人民建议征集若干规定》，

这是全国第一部由省级人大常委
会制定的，专门促进和规范人民建
议征集工作的地方性法规。市委委
员、市人大法制委主任委员陆晓栋
表示， 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善治效
能，法治是根本途径。 “垃圾分类、

烟花爆竹、 非机动车管理等看似
‘无解’的难题，在上海都率先落实
成功并固化为法律，一方面是‘开
门立法’，充分听取市民意见；另一

方面，也和城市的文明程度和老百
姓的法治文化素养直接关联。老百
姓的支持是制定法律法规的依据
和信心所在。 ”在今年上海市人大
常委会的年度立法计划中，16 件
初次审议项目围绕落实中央交给
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和人民
城市建设的诸多方面， 涉及数据
治理、城市更新、黄浦江苏州河公
共水域管理等。 “良好的法治环境
不仅涉及立法者、执法者，而且关
键是要得到广大市民的肯定和参
与，这是人民城市软实力的最重要
部分。 ”

人与人美美与共，人与城相互
成就。 当全社会办事依法、遇事找
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
的“统一手势”蔚然成风，当法治基
因融入城市发展的有机体中，这张
城市软实力的闪亮名片，将和头顶
上灿烂的星空一样，成为全社会共
同信仰和尊崇的价值准则。

新民眼

法治，是城市的压舱石
宋宁华

    本报讯（首席记者 姚丽萍）又

新印刷所，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诞生地。今天上午，又新印刷

所旧址完成修缮展陈向公众试运营
开放，“又新”回来啦！

又新印刷所旧址，位于复兴中
路 221弄 12号（原辣斐德路成裕

里），面积约 145平方米，是一幢建

造于上世纪 20年代的两层砖木结
构，局部三层旧式里弄建筑。1920

年 7月，陈独秀在成裕里租房建立
又新印刷所，寓意“日日新，又日

新”；同年 8月，承印陈望道所译《共
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初版 1000

册，9月再印 1000册。1921年 2月，
又新印刷所因承印《新青年》《正报》

等进步刊物被迫关闭。
距“又新”不远，是中共上海区

委党校旧址，位于复兴中路 239弄
4号（原辣斐德路冠华里），面积约

206平方米，三层砖木结构旧式里
弄建筑。1926年 11月至 1927年 2

月，这里曾作为中共上海区委党校
办学点，是我党最早的党校之一，周

恩来、瞿秋白、彭述之、王若飞、罗亦
农、赵世炎等曾来校授课。1927年 2

月 23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
爆发，这里随即成为临时指挥机关

和联络处。
百年旧址重展昔日风采，历史

建筑风貌恢复如初。2020年起，由

黄浦区委宣传部牵头，启动又新印
刷所旧址、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

的修缮保护，同年 10月完成两处旧
址建筑平移并就位新址；今年 4月

底修缮完工后，开始实施旧址内部
史迹陈列布展项目，一个是“永恒的

灯塔”———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阵地

又新印刷所旧址史迹陈列，另一个是
“革命熔炉”———党的理论教育基地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史迹陈列。
两处展览均运用了图文展板、

实物陈列、场景复原、多维视听、艺
术创作、互动体验等多样化的布展

手段，立体化呈现党史故事。值得一
提的是，又新印刷所旧址内陈列了

一部 20世纪 30年代手扳式印刷机

复制品，这是当时此处最有可能使
用的机型；来自苏州的收藏家蔡坤

先生珍藏的 175本不同语种、不同
年代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迹，也

在此与观众面对面；参观者可以通
过魔墙查询、原文摹写、音频收听、

多语种朗读等项目，多维度感受“真

理的味道”。

试运营期间，两处旧址开放
时间为每周四至下周二（上午9： 30-

11： 30，下午 1： 30-4： 30），每周三
闭馆。团队参观可至“上海黄浦”微

信公众号预约；散客无需预约，到馆
后根据馆内人流情况，由工作人员

安排参观批次。

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地又新印刷所旧址今起开放

百年旧址呈现党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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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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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植城市精神 彰显城市品格 全面提升城市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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