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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一大会址为核心
打造红色风貌区

“深入挖掘上海渔阳里红色历

史” “可以把红色文化元素运用到

中共一大、 二大会址和四大纪念馆

附近的地铁站设计中 ” ……连日

来， 如何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成

为上海 “两会” 现场讨论度最高的

话题之一， “红色文化” 又是其中

的热词， 市政协委员们纷纷为红色

文化建设补短板、 强弱项积极建言

献策。

围绕打造精神标识和文化地标

方面， 市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递

交集体提案， 建议打造以中共一大

会址为核心的 “红色一平方公里”

风貌区。 具体包括： 修饰中共一大

会址附近环境， 突出中共建党的纪

念氛围； 提高中共一大代表宿舍和

筹备会议等旧址的保护等级； 修缮

周边建党早期旧址， 挂牌并向游人

开放； 设计红色旧址最佳步行参观

路线； 打造革命旧址建筑群露天博

物馆， 等等。

“红色一平方公里” 内的重要

文化地标———上海大剧院也正为再

度闪耀 “红色文化 ” 作出更多尝

试。 市政协委员、 上海大剧院总经

理张笑丁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

言： “大剧院能够与红色风貌区内

的静态建筑形成一种互补， 通过立

体的舞台展示， 与现代人的情感产

生更多共鸣。”

张笑丁介绍， 上海大剧院今年

的演出表中， “红色文化” 将是一

大重点， 包括上海芭蕾舞团原创芭

蕾舞剧 《闪闪的红星》 在内的一系

列红色文化精品力作将亮相上海大

剧院 。 除了专业剧场演出 ， 上海

大剧院还将通过公益项目艺术课

堂 、 公开课 、 亲子工作坊等一系

列艺术普及形式 ， 以润物细无声

的方式 ， 使红色文化深入更多受

众心中。

■本报记者 周渊

精细化，当体现上海的大城之美
顾一琼

如若是外行， 昨天上午市十五届人大

二次会议这场关于 “超大型城市精细化

管理 ” 的专题审议会 ， 是很容易被听成

“茶话会” 的。 因为代表们 “脑路大开”，

线索太多 ， 场景很密 ， 故事细节又十分

好听。

有代表借众多执法辅助人员制服背后

“搞脑子” 的 “密码” 开场， 强调 ： 精细

化管理队伍的自身建设就要 “精细 ”。 还

有代表的眼光 “掘地三尺”， 提出地下空

间的精细化管理需要 “深度思维”。 现场，

更多 “贴肉” 故事不胜枚举： 非一次性的

酒驾测试仪、 老小区夜间抢车位大战、 背

街小巷的杂乱无序、 老旧小区的电梯检修

监管……

上天遁地， 看似毫不相关的诸多 “槽

点 ” 和建议 ， 恰恰生动地诠释了 “精细

化” 的宽度与广度———精细化与市民幸福

感、 获得感、 满意度息息相关， 精细化只

有更好没有最好， 将永远在路上。

超大城市精细化管理， 是上海建设具

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的主动对标和追求。 但精细化不是万能

标签，不能什么都往上贴，泛泛而谈精细化

不利于聚焦问题，精准施策。

细思之下， 这些脑路大开的追问及建

议背后， 也体现了一种趋势———起步探索

“精细化”背后的深层次逻辑：精细化的目

标是什么、基本格局是什么、实现路径又该

是怎样？

比如，精细化的标准，究竟做到什么程

度才算精细化？ 有代表提出两个指针：最终

城市管理的产品应该是优质的； 产出城市

管理精品的生产工艺和技术路线也应该是

最科学的、最合理的、最佳的，产出的成本

也是适当的、可负担的、可持续的。

再者，精细化的评价。 这是要回答“精

细不精细谁说了算”。 精细化的成果就是要

让群众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要让同

行信服。 关于精细化的实现路径，有代表强

调：是要把注意力聚焦在精细化推进上，要

坚持共建、共治、共享，不断营造精细化管

理人人关心、精细化落地人人用力、精细化

成果人人共享的良好氛围。

要通过精细化治理， 充分体现上海的

大城之美、大城之爱，打造高品质生活、实

现高质量发展———这场热闹的审议会 ，留

下余味无穷。

20多个生活垃圾配套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将出台
企业违反分类收集、运输等规定或被计入诚信系统

本报讯 （记者李静） 连日来， 市人

大代表们认真审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

理条例 （草案）》。 市人大代表、 市绿化

和市容管理局 （市林业局） 党组副书记

崔丽萍在会场透露， 围绕条例 （草案），

上海还将陆续出台 20 多个配套管理办

法和实施细则， 其中大部分将在今年内

颁布。

不少代表对条例未来实施表示关注。

崔丽萍说， 条例草案在原则性、 大方向

上做了明确规定 ， 同时也还留有很多

“口子”， 比如生活垃圾分类目录等都将

另行制定发布。 “条例通过后， 本市还

将陆续出台 20 多个配套管理办法和实施

细则， 包括对相关企业的监督、 考核和

管理办法， 比如企业违反分类收集、 运

输、 处置等规定或将被计入诚信系统。”

记者获悉， 针对条例通过后可能带来的

实施难题， 市政府已在同步研究提出明

确的行动计划， 并拟进一步加大工作力

度， 认真贯彻落实条例的各项规定， 使

法规中的各项举措落到实处。

崔丽萍介绍， 条例出台后， 最重要

任务之一是在人多、 垃圾量大的居民区

加大分类的宣传引导工作， 提高居民生

活垃圾分类及投放的准确性， 实现 “分

类达标”； 为落实条例， 绿化市容部门未

来将积极联合街道、 居委会、 物业及业

委会等各方 ， 共同推进生活垃圾分类 ，

提高分类实效。

右图： 连日来， 市人大代表们认真

审议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草

案）》。 经过多年实践， 上海推行生活垃

圾分类的有益经验将首次通过地方立法

形式确定下来， 规范分类投放、 收集、运

输、处置等全流程，完善源头减量和资源

化利用的措施， 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即将

纳入制度化、 法治化轨道。 图为代表们

在认真阅读生活垃圾管理的宣传资料。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 图为中共一大会址。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市民游客参观李白烈士故居。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市民心中
多位市政协委员建议加强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保护展示，构筑全方位“红色风景线”

新天地是上海的时尚标杆，人民广

场游人如织 ，挨着这些热门地标 ，上海

还有这些红色印记：中共中央局机关旧

址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中共中

央与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中共中央特

科机关旧址、中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众所周知，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红色基因的发源地，

留下了众多光辉的红色历史足迹。 城市

的现代化变革给这些红色足迹的保护带

来了压力。 “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遗

址，是传承党的优良传统、增强‘四个自

信’的活载体，加强保护和展示在沪中共

中央机关史迹，既是宣传党史的需求，也

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建设国际文化

大都市的需要。”市政协文史委常务副主

任周蔚中表示。

记者获悉， 市政协委员们耗时近一

年完成了 “传承文脉， 保护城市历史风

貌”重点课题调研。委员们在调研报告中

就更高层次推进历史风貌保护利用开出

“良方”， 其一就是加强红色文化资源保

护利用，让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根植

市民心中， 凝聚起团结奋进的强大精神

力量。

民宅里藏着波澜壮阔
的红色历史

现如今不少上海民宅里其实就藏着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历史。比如，位于

今武定路 930 弄 14 号的中共中央特科

机关旧址， 该机构由周恩来负责筹建和

领导工作， 主要职责是保卫中央领导机

构安全、掌握敌人动向、营救被捕同志和

惩处特务等。当时任弼时、关向应等被捕

后就是由“红色特工”机关营救出来的。

周蔚中告诉记者， 去年本市有关机

构出版的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汇聚了

387 处红色文化资源，但因发掘、宣传不

够，《义勇军进行曲》诞生地、中共中央特

科机关旧址等不少极具历史文化价值的

重要旧址、遗址鲜为人知。

在沪中共中央机关旧址是不可再生

的文物，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 课题组了

解到，在广州、武汉、瑞金、延安等地均有

早期中共中央机关旧址，它们受到了很好

保护，并成为当地知名革命胜迹和红色旅

游景点。比如长征前中共中央局机关在瑞

金几经迁徙，如今位于沙洲坝革命旧址群

的局机关旧址系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和位于云石山革命旧址群的局机关旧址

已成为红色旅游必去瞻仰之地。

多措并举， 让红色文
化资源绽放光彩

大量实践表明， 旧址保护不能仅满

足于“保存”，真正有意义的保护，应该让

它们有机融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在开

发、利用中成为不可或缺的存在，继而绽

放光彩。

委员们认为，为迎接建党 100 周年，

要让这些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在加强

保护和展示在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方面

采取更多措施。 “对这些机关旧址的保

护，必须从保护主体、权责等方面进行规

范，要求责任单位做好保护、修缮和日常

管理工作。 ”周蔚中说。

委员们建议， 对于原建筑已不存在

的遗址，有关部门应抓紧抢救、整理完整

而详尽的档案， 并因地制宜设置醒目标

志。 而对于现存的在沪中共中央机关旧

址，则宜进行通盘考虑，比如已腾空的中

共中央阅文处旧址、 中共中央局机关旧

址应尽快筹建相关主题陈列馆， 相邻的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中共中央与

中央军委联络点旧址可互为补充， 以联

合陈列形式介绍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沪

奋战的事迹。

活化利用还应“连点成片”，红色旅

游同样大有可为。 周蔚中介绍，与会址、

名人故居等相比 ，旧址 、遗址及其珍闻

具备特殊吸引力 ，可设立 “探寻早期中

共中央机关史迹旅游线”， 由熟悉相关

历史的导游进行讲解的同时 ，辅以 “在

沪中共中央机关史迹地图”、 画册以及

反映建筑风貌的手工艺品等，构筑一道

全方位的“红色风景线”，令游客重睹波

澜壮阔的红色历史。

长三角一体化使 “红
色风景线”更广阔

借助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这道“红色风景线”还能更宽广———周蔚

中提及，去年，长三角八个地市（区）共同

倡议并成立首个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区

域联盟，将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

中共四大纪念馆、淮海战役纪念馆等地标

串联成长三角红色文化旅游线路。

业内专家认为， 长三角地区很多红

色遗址遗迹不可分割， 红色文化旅游资

源联动能将红色血脉与区域文脉相连。

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分党组书

记、主任马建勋撰文指出，随着建党 100

周年临近，用好红色文化资源尤为重要。

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也为我们当前用足

用好江南文化、海派文化打开新空间，激

发新动力。今年，市政协文史委将围绕用

足用好三种文化资源组织调研， 力促补

齐短板， 让文化能级的提升和城市能级

的提升更好地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上接第一版） 看看 《最美的青春》， 谓之 “最

美”， 当然在于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的

发展理念， 又何尝不在于塞罕坝几代造林人以

青春许国的梦想年华。 荧屏上， 369 人肩负使

命豪迈上坝 ； 荧屏外 ， 观众从拓荒青年的身

上洞见了 “最美青春 ” 的深刻意涵 ： 从一棵

树到一片林海， 奇迹是 50 余年、 几代人伏冰

卧雪接力奋斗的成果， 正是 “功成不必在我，

功成一定有我”。

模式多样
现实主义题材电视剧反映出

蓬勃的创作态度

观察 2018 年的现实主义题材作品 ， 剧评

人李星文归纳： “中国电视剧的发展出现了新

的模式。 在类型剧的外衣下， 多方位地触及社

会真实面； 在新影像的表达中， 标定国产剧美

学新方向； 或者在缠绵的情感叙事中， 笃定地

输出价值观。” 对照年选作品， 整个市场和行

业对现实主义题材的模式创新、 深一步思考、

蓬勃的创作态度， 可见一斑。

《那些年， 我们正年轻》 一开篇就能把观

众引入时光隧道， “虚实相间” 的手法值得一

书。 在电视剧的艺术虚构中， 导演创建性地穿

插纪录片手法。 该剧创作的七年征途上， 最讲

究的就是一个 “实” 字： 抢救式实地采访了事

件亲历者， 到 “两弹一星” 研究基地之一的绵

阳实地取景， 在邓稼先工作过的防空洞实景拍

摄， 在曾生产榴弹炮的工厂旧址实景搭建剧里

的军工厂； 甚至， 为了重现当年导弹与火箭发

射的过程， 剧组还从中国档案馆、 八一电影制

片厂、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甚至国防科工委资料

馆等处购买真实影像资料的版权。

《大江大河》 和 《爱情的边疆》 一个主攻

改革开放的初期景象， 一个深挖时间沟壑里的

知识分子情感史， 它们能获得网络高分好评，

电影化的影像叙事功不可没。 再看 《归去来》，

它能在口碑上 “逆袭”， 也因创作上实现了模

式突破 。 编剧赋予了一部青春剧以更大格

局———在融入反腐情节、 融入价值观思考后 ，

它写透了年轻人的清澈主张和父辈浑浊哲学

之间的博弈。

站在 2018 年的电视剧河流旁 ， 中国文艺

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尹鸿对未来的现实主义题

材创作寄予厚望 ： “如果说 ， 改革开放之初

是电视剧创造了人民对现代生活 、 人文理想

的最初想象， 是电视剧打开了人们放眼海外、

观察世界的最早窗扉 ； 那么现在 ， 创作者应

当以更笃厚的文化自信和文化担当 ， 让现实

主义题材电视剧成为中华民族精神演进的时

代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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