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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十年

全市第一台政策出台后加装的电梯、全市第一个加装电梯全覆

盖的小区、全市第一个成规模批量化推进加梯工作、全市第一

个纳入政府实事项目、全市第一个创新提速审批模式。

这些第一的背后，是静安区委区政府回应悬空老人“幸福

落地”的期盼，是保证辖区老人生活品质所做的努力。截至去

年底，静安共有在用在建在批加装电梯 1241 台，受益居民户数

达 25100 户左右。

此外，尽管寸土寸金，但静安仍积极盘活各类空间，不遗

余力向养老倾斜。目前，全区已有养老机构 ( 含长者照护之家 )47

家，已建养老床位 7066 张，其中认知障碍照护床位 294 张；社

区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23 家、长者照护之家 18 家、老年人日间

服务中心 28 家、社区老年人助餐服务场所 95 家、长者运动健

康之家 7 家，“乐龄家园”助老服务站 70 家，标准化老年活动

室 225 家。

厚度：赓续红色血脉 讲好红色故事

上海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和前沿，始终将党的建设贯穿城

市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过程。通过党的整体建设凝聚人、感召人、

引领人，绘就了一幅建设人民城市的美丽画卷。

作为党在上海早期活动的核心区域，静安拥有非常丰富的

红色资源。在建设卓越城区的同时，静安始终致力于讲好红色

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两排百年石库门建筑在绿地环抱中

巍然屹立，这里是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曾经的辅德里 625 号。

1922 年 7 月 16 日至 23 日，中共二大在这里召开，讨论研究了

党创建初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今年恰逢中共二大召开 100 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首部党

章通过 100 周年。许多令人动容的红色故事，在中共二大会址

纪念馆被一一讲述。

以中共二大会址为圆心，一处处红色地标在静安星罗棋

布——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旧址、中央特科机关旧址……目前静安共

有重要红色资源遗址、旧址等 105 处，数量居上海各区前列。

建党百年之际，静安完成了首批重要红色资源树碑挂牌工作，

共树纪念碑 11 块、纪念牌 4 块。

一直以来，静安高度重视这些宝贵的红色资源。2019 年 7

月起，静安启动“红色遗址保护、红色基因传承、红色品牌打造”

三大行动，着力推进红色文化品牌建设。从展览到场馆，从书籍

到路线，静安的红色基因在更精心的守护中得到更深入的传承。

2021 年，静安创编讲述中共二大历史的非虚构戏剧《辅德

里》并完成全国五省十城巡演，收获粉丝无数。年轻观众深受

感动，通过艺术的形式、音乐的翅膀感受到了党史中那些热血

沸腾的生命与赤诚。

此外，静安近年来成功打造《足迹：红色序曲——起点摇

篮》《印迹·青色梦想》《印痕·红色使命》《足印·赤色黎明》

等沉浸式、创新型情景党课，分别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旧址

陈列馆、上海毛泽东旧居陈列馆、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斗争史陈

列馆暨刘长胜故居、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红色

地标实地上演，让红色追寻向兼具瞻仰、体验、教育于一体的

模式“华丽转身”。

作为上海楼宇党建的发源地之一，为了使信仰之力在静安

的红色热土得到赓续和延展，静安始终坚持“引领、发展、服务、

凝聚”理念，在经济最活跃的经络、城市最有活力的人群中厚

植党建基因，严密组织体系，突出政治功能，以高质量党建激

活强大红色生产力。

升级为年税收“百亿楼”的恒隆广场内，“两新”党组织“升

级”为楼宇联合党委，并发展出楼宇事务委员会助力商圈和街

区治理。恒隆广场 22 楼的“景观位”就有党群服务站入驻。楼

宇党建和楼宇经济“互利共生”，成为楼宇招商安商稳商的“金

字招牌”。今年 5 月底，恒隆率先开启线下营业，离不开楼宇

联合党委及南京西路街道党工委的协调助力。

踏上新征程，“红色静安”将继续扎扎实实做好各方面工作，

在上海的发展大局中作出静安应有的贡献。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