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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后的今天，在淮海中路靠

近成都南路，比邻渔阳里和树德里

旧址，上海电信把一座电话亭重新

改建为“红旗亭”，以醒目的鲜红

旗帜和火焰形象向百年前的英雄致

敬。这座红色电话亭两侧大气的旗

帜雕塑上，用黄色的书法字体写着

“初心之地，电波永传”。

电话亭内部，除了熟悉的电话机

外，还有一块电子屏、一个自拍摄像

头、一台定制明信片的打印机。王佳

清介绍说：“大家可以进来参与一个

为党打Call 的活动，拿着电话机的话

筒微笑，它可以为你打印出一张专属

的打Call 照片。我们设计了4种不同

类型的相框模版，有一大会址、天安

门以及城市天际线，还有少先队员敬

礼的红领巾主题模版。”

开设建党百年专属号码

值得一提的是，这场以电话亭

为载体的特别展出不仅有“色”，

还有“声”。上海电信特别开设了

建党一百周年特别号码“20210701”，

市民在电话亭或随时随地用固定电

话、手机拨打该号码（外地用户开

头加拨 021），即可以听到由专业播

音师录制的一百个红色历史故事。

从中国共产党发起组到党的第

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从“永不消逝

的电波”到军民同心战上海；从阁

楼里的我党第一部秘密电台到全城

覆盖的千兆 5G，数百个红色故事和

红色通信故事定格成炫彩画面，再

现了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穿

越百年的光辉历史。

其中，语言表演艺术家、国家一

级演员乔榛讲述了革命烈士李白的故

事；知名配音演员、国家一级演员曹

雷讲述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

大会召开的故事；国家一级演员、上

海电影译制厂厂长刘风讲述了我党第

一座秘密电台建立的故事。

感兴趣的上海市民可以通过“中

国电信上海公司”、“中国电信上

海客服”或“中国电信上海网厅”

公众号查询遍布上海的 500 多个红

色公话亭打卡地址，感受这座城市

的红色印记。

遍布城市街角巷尾的电话亭，

见证了上海的发展，构成了申城居

民共同的时代记忆，更镌刻了无数

珍贵的历史时刻。在党的百年诞辰

之际，上海电信以海报为表达、以

电话亭为介质，向党致敬。

西路 420 弄 9 号）租赁了一幢三层

楼房，设立秘密电台。中国共产党

历史上第一座无线电台由此诞生。

如今，在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

电台遗址附近，有一座石库门造型

的公用电话亭引发行人驻足拍照。

这间被上海电信称作“电波亭”的

公用电话亭里放了一部 1 ∶ 1 的发

报机模型，还配上了耳机和一个发

报用的电键，重现了当年革命工作

的场景。王佳清说，亭内的展板经

过精心设计：“我们设置了一些在

革命历史上有重要意义的电报，让

大家了解一些当时用电报传递消息

的内容。”

亭内，红色通信的故事让人身

临其境；亭外，上海这座拥有 2487

万常住人口的国际型特大城市从有

线时代到了移动时代，从千兆之城

跃迁到了 5G 之城。门里门外，是截

然不同的、跨越百年时间的场景，

但红色初心始终如一。

在中共中央第一座无线电台诞

生 9 年前的 1920 年 8 月，往东大约

3 公里处，一群有志青年在渔阳里成

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

一年后的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

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树德里开幕，

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左图：中国中央第一

座无线电台遗址附近

的“电波亭”。
摄影 / 费锋

右图：“红旗亭”以

醒目的鲜红旗帜和火

焰形象向百年前的英

雄致敬。摄影 / 曹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