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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性加入谍战和动作元素，描绘 100 年前中国共产党建立这

件开天辟地的大事。

上海已于 2020 年启动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立法工作，《上海

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暂名）》计划在 2021 年颁

布。上海还将建立市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工作联席会议。长三

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也使得 “红色风景线”更加广阔，沪苏

浙皖三省一市串联各自最优秀的红色文旅资源，将共同打造长

三角高品质红色文旅示范基地。

新场馆带来精彩生活

“天问一号”将登陆火星、中国的空间站将在太空遨游、

月球上留下中国人脚步的进程越来越近……未来的 5-10 年，中

国在航天领域将完成许多重大的突破进展。与之对应，上海兴

建的重要文化场馆中的上海天文馆，在科普和文化传播领域也

将创下“世界第一”。

计划于 2021 年 6 月试运行的上海天文馆，占地面积 58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 38000 平方米，将是全球最大的天文馆。但

它并不止于“大”，亮点更在于“美”。

现在，人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外观：建筑像一架巨大的时

间机器，跟踪地球、月亮和太阳在天空的运动路径。圆洞天窗、

倒转穹顶和球幕影院构成的“三体”结构，以及椭圆形建筑形

态构成的“天体运行轨道”，一同诠释着天体运行的基本规律。

室外绿化勾勒出星系的旋臂形态，与“星空之镜”公园自然衔接。

位于滴水湖畔的上海天文馆，其内部正在紧锣密鼓筹备的

展览也亮点频频。“上海天文馆的目标是建设国际顶级天文馆。”

本次上海两会上，市人大代表、上海科技馆党委书记王莲华如

此表示。

他说，上海天文馆将包括“家园”“宇宙”“征程”三

个主展区、“中华问天”“好奇星球”“航向火星”三个特色

展区以及羲和太阳塔、望舒天文台、球幕影院、星空探索营、

星闻会客厅等教育活动区，构成立体的天文科学教育体系。在

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毛

泽东旧居、张闻天故居等。

红色文化是上海文化的鲜

明底色。数据显示，上海现存

各 类 红 色 资 源 612 处， 包 括 旧

址、遗址 497 处，纪念设施 115

处。根据上海“十四五”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申城

将深入实施“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

程和革命文物保护利用。

有丰富的红色资源，还要想

办法把红色故事讲活讲好，尤其是

对青少年而言。在 2021 年的上海

两会上，市政协委员臧熹建议：让

红色资源打破“次元壁 ”，推出

更多符合青少年口味的红色产品。

他提出，上海的各红色场馆目前的

网络传播手段可以更活泼多样，利

用技术手段在网上对展示内容“再

开发”，把红色文化做得好看耐

看。他说，可以创作二次元形象，

打造红色宣传 IP；开发历史人物玩

偶、与学习生活相关的红色文创产

品，让青少年随时随地与红色文化

相伴。 

通过文艺作品让红色文化生动起来，上海已经有很好的探索。

2019 年，上海歌舞团创作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以李白烈士

的真实事迹为素材，讲述了发生在上海解放前夕的故事。真诚的

情感和高水平的制作感动了许多观众，如今多次复演仍一票难求。

这种红色浪漫还将在上海电影集团联合出品的电影《1921》

中延续。该片不仅集结了曾成功打造《建国大业》《建党伟业》

《建军大业》《我和我的祖国》等影片的优秀制作班底，还将

新五年，有文化的风景线让上海更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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