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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来，上海深入实施“开天辟地——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不断打响红

色文化品牌。一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

一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一批理论课题

研究实现突破，一批活动项目蓬勃开展，

一批文艺作品深入人心，上海“红色文

化”的金字招牌越来越亮，“党的诞生地”

成为上海的鲜亮名片。

2017年12月 “开天辟地——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推进会举行。

2018年起 上海连续两轮实施《全力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

都市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2021-

2023年）》。两轮行动计划中，保护利用红

色资源始终被列为12项专项行动之首。

2019年3月 《关于实施上海市革

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

的意见》印发全市。

2020年12月 市委决定实施16

项民心工程，明确由市委宣传部牵头负

责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

2021年6月3日 中共一大纪念

馆建成开馆。

2021年6月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信息应用平台“红途”在“学习强国”推出。

2021年7月1日起 《上海市红色

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施行。

本报记者 屠瑜

▲ 庆祝建党百年之际，2021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正式开馆。经过600多天的精心建设，在中共一大会址得到全面修缮的同时，保留原有石库门建筑

风格的新馆顺利落成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2018年7月1日，《上海红色文化地图》首发，共汇聚上海387处红色文化资源，并精选

333处落点标注，是上海最全的“红色地图”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2019年4月30

日，中国社会主义

青年团中央机关旧

址纪念馆改造后

开放，众多珍贵史料

文物首次展出，让

全社会更深入了解

红色足迹，感怀革

命青年爱国情怀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2019年10月1日，上海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升旗仪式在人民广场举

行。各界群众挥舞国旗，齐声祝福祖国繁荣富强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2020年龙华革命烈士纪念地完成升级改造。5月18日，这里上演全国首个无剧场话剧

《那年桃花》，沉浸式演出深深感动了在场观众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

2022 年 5

月，广大党员干

部积极投身上

海抗疫一线，凝

聚强大合力。

图为上海临港

方舱医院里，党

员先锋队的医

护人员冲锋在

前，用坚守与汗

水织密防疫“安

全网”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