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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馆经修缮后重新开馆
建馆40周年，展陈内容改造提升———

经过两个多月的闭馆修缮和布展提升，位于思南路 73

号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昨天以

崭新面貌重新开放，更系统、更生动地讲述中国共产党人艰

苦奋斗推动民主革命走向胜利的故事。

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设立于 1946 年 6 月，是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办事机

构。彼时，由于国民党当局阻挠，办事处对外称周恩来寓所，

简称“周公馆”。 1979 年 2 月，周公馆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

中共中央批准同意修复旧址，恢复原貌，筹建纪念馆，对外

开放。

今年，恰逢建馆 40 周年，结合修缮，周公馆对展陈内容

进行改造提升。“雾海明灯”展览分为“办事处的设立”“宣传

中国共产党和平民主正义主张”等四个部分，采用图片、文

物、触摸屏、多媒体等形式，将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娓娓道来。

抗战结束后，周恩来、董必武领导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以周

公馆为根据地，在艰苦危险的条件下，开展一系列重要工作，

发展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周公馆就像“雾海”中的一盏“明灯”，

指明了中国革命的方向。

根据展厅建筑格局和特点， 设计师设置了一面由黑白线

描画、LED 灯幕和金色立体字组合构成的主题墙， 展出线描

画《雾海明灯》。线描画以周公馆历史建筑为前景，以旧上海外

滩为远景，凸显了展陈故事的历史背景。

为了更好还原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和平不畏艰险 ， 在周

公馆与国民党反动派斗智斗勇的场景， 展陈还创新设计了

生动别致的剪影动画， 再现周公馆门前发生的监视与反监

视的历史场景。 透着灯光的内景、开动的汽车、作为“信号”

的花盆……而展品《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态势图》被制作成动

态地图，加入了与周恩来有关的三个小故事，现场还有互动问

答，让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视听厅里播放的《重开和平之门》历史资料片，包含国共

和谈中周恩来、邵力子等人的珍贵影像。 专题短片《人民的胜

利》则通过经典历史图片和视频资料，以艺术化手段呈现中国

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主革命最后胜利、 建立新中国的

过程。

纪念馆还将近年来编创的关于周公馆的文物小故事巧妙

“搬进”展厅。比如，“邓颖超送给雷洁琼的名片”别出心裁地使

用了沙画表现形式；“中共代表团送给沈钧儒的瓷如意”和“廖

梦醒的呢背心”则运用 AR（增强现实）技术，让观众可以 360

度“翻看”文物，拉近了文物与观众的距离。相关文物展柜旁设

置了二维码，观众参观时，用手机扫描二维码，文物背后的故

事即刻呈现在面前，而通过对应的语音讲解，观众也能更加便

捷地了解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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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国庆面”，为新中国庆生
申城多地推出吃“国庆面”活动，倡导国庆新民俗

过生日吃长寿面是中国人的习惯，随着10月1日国庆节

到来，连日来申城市民群众纷纷自发推出吃“国庆面”系列

活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庆生。

记者近日走访上海多地，不论是地铁车站、建筑工地、公

安派出所等繁忙的工作岗位，还是社区居民家中，一碗碗各

具特色、冒着香气的“国庆面”营造出一种热烈喜庆的氛围。

“面”与“绵”同音，国庆节吃面，无疑是老百姓借由传统

民俗，分享祖国繁荣昌盛带来的美好，同时也为祖国母亲送

上最真诚的祝福，抒发爱国情怀。 吃“国庆面”正成为新民

俗， 正如家住延长小区的90岁爱国华侨吴瑞严所说：“这碗

面有着特殊含义，吃着令人倍感激动和自豪。 ”而不少90后

采访对象则表示，“国庆面”是一种向祖国表白的新潮流。

人民广场地铁站

昨天中午11点，地铁人民广场站车站会议室布置一新，

20多位基层站务人员在此同吃“国庆面”。

番茄炒蛋、大排、炒面，地铁站的这碗“国庆面”简单却

温馨，吃面的是地铁站务员、检修员、巡逻民警和保洁员等，

大家平时的午餐时间只有半小时，大多是带饭或叫外卖解决。

“平时难得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吃饭，这碗‘国庆面’特别有

意义！ ”早上5点多便在工作岗位值守的地铁值班站长陈斌说。

“今天这碗面特别香！ ”一旁的保洁经理周书娣笑意盈

盈。 应对节假日大客流，地铁保洁人员任务愈加繁重，这位

外来媳妇已连续多年没有回过老家了。 “今年国庆假期，我

每天都会在这里为大家服务！ ”

苏河湾工地

“大排、辣酱、荷包蛋、青菜，这‘国庆面’真香，再来一碗

也不嫌多！ ”昨天中午12点，位于福建北路上的苏河湾项目

工地热闹非凡，30多位建筑工人和管理人员聚集在此，同吃

一碗“国庆面”，一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上海建工一建集团项目经理周卫丰告诉记者 ，“国庆

面”是特别定制的，以阳春面底配上本帮烧法的辣酱、大排，再

加上青菜、荷包蛋，营养丰富、色香味俱全。为了这碗面，大厨一

早便前往菜市场选购鲜肉和蔬菜， 为了照顾来自五湖四海的

工人们的口味，还特别作了小小改良，口味更加咸香。 “作为城

市建设者中的一员，在新中国七十华诞来临之际，与大家在

工作岗位上一起用吃面的方式为祖国庆生，特别有意义！ ”

大宁路街道

喜迎国庆节， 静安区大宁路街道联合辖区内饭店潮府

馆组织了一场“送面上门”的民俗活动。 志愿者走进居民小

区、敬老院，为老人们送上一碗碗独具创意的“国庆面”，祝

他们节日快乐。

“听说有大厨来做‘国庆面’，老人们都很期待，也很好

奇‘国庆面’长什么样子。 ”上海豪锦粤秀养老院院长唐文伊说。

面条摆成爱心形， 上面用番茄酱和鸡蛋饼做成国旗模

样，这碗造型别致的“国庆面”引得老人们纷纷发朋友圈“炫

耀”。 研发“国庆面”的总厨介绍，在融入国庆元素的同时也兼

顾了面条的口感，由于是给老人食用，特意选用手工擀制的

面条，用细火慢熬的骨头汤煮熟，增加口感。 “面很好吃，味道

酸酸甜甜的，我牙口不好，也能吃得动。 ”99岁的沈杏囡说，这

是她第一次吃“国庆面”，看上去简简单单，滋味却十分绵长。

■本报记者 周渊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记者 汪荔诚

■本报记者 邵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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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解放纪念馆全新亮相
展陈改造后主展览《战上海》真实再现 70年前的光荣岁月

宝山区是 70 年前解放上海的主战场，打响了解放上海

的第一枪。昨天是烈士纪念日，提升改造后的上海解放纪念

馆全新亮相。

据统计， 整个上海解放战役共牺牲 7613 名解放军官

兵，其中牺牲在宝山的就有 5593 名，1886 名战士长眠于宝

山烈士陵园。 2004 年至 2006 年间， 宝山区对始建于 1956

年的宝山烈士陵园进行全面改扩建， 重建宝山烈士纪念馆

和 “热血丰碑解放上海烈士英名墙”， 新建上海解放纪念

馆。 2006 年 5 月 26 日， 上海解放纪念馆正式开放， 展馆

面积约 1500 平方米， 十三年来， 参观者累计达到 200 多

万人次。

今年 7 月， 宝山区实施上海解放纪念馆功能提升改

造， 包括纪念馆内部改陈布展、 纪念馆立面改造、 整体环

境同步优化等。 改造后的上海解放纪念馆肃穆大气， 外立面

设计理念立足 “解放”， 寓意破旧立新， 勇往直前。 《战上

海———上海解放革命历史主题展》 为展陈改造后的主展览，

运用丰富的史料、 照片和文物， 完整讲述中共中央、 中央军

委运筹帷幄，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不畏牺牲英勇作

战， 中共中央上海局、 上海市委全力以赴里应外合， 上海人

民齐心协力解放上海， 以及解放后各界群众在党和政府的领

导下克服种种困难， 重建上海的历史过程。

展览以时间为脉络 ， 分为 “运筹帷幄 ” “军政全胜 ”

“城市新生” 三部分， 通过 300 余幅图片资料， 143 套共计

296 件革命文物和历史档案、 影像资料， 深入挖掘上海解放

前后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 真实再现 70 年前解放上海、 接

管上海、 建设上海的光荣岁月， 其中许多文物和照片为首次

对外展出。 展览还专门开辟沉浸式多媒体展示区， 以吴淞口

为背景， 再现解放军战士闯过布满竹签的壕沟， 前赴后继、

浴血奋战的场景。

华东支前委员会印制的《民工服务证》、“宝山县人民自卫

队”臂章……上海解放纪念馆馆长唐磊告诉记者，经过各方专

家多番论证，此次布展共新增文物 75 件，每一件文物背后都

蕴藏着一段感人故事。展区里，胡文杰烈士和妻子唐渠的一张

合影格外引人注目。“战上海”系列战役中，月浦攻坚战无疑是

其中激烈一仗。战斗中，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 259 团团

长胡文杰身中七块弹片，壮烈牺牲。他也是解放上海战役中牺

牲的解放军军职最高的指挥员。 这张照片，唐渠珍藏多年，直

到今年，才由他们的儿子胡继军捐赠给纪念馆。

纪念馆内还首次公开展示了由当时的苏联战地摄影师拍

摄、 上海解放战役中惟一一段彩色影像纪录片。 镜头中记录

了解放军攻打邮政大楼时的情景， 片末有这样一段文字令人

印象深刻：“在此战役中，邮政大楼内没有丢失一件邮件，没有

损失一件设备，没有遗失一份档案，可谓是一个战争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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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全市将举办各类大型活

动15项51场。 记者日前从上海市公安局获悉，9月

30日至10月7日， 全市社会面防控启动高等级勤

务。 警方将对每项大型群众性活动开展隐患排查

和风险评估， 加大对活动现场的安全监督和管理

力度，确保各项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此外，今年国

庆长假期间，上海出入市境道口总流量或将达550

万辆次，雨天预计降至520万辆次；G40沪陕高速高

东收费口、G2京沪高速江桥收费口仍是常规堵点。

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活动安排，9月30日至10月6日每天18

时至23时，全市主要景观区域、景观水域沿线、标

志性建筑物等将开放景观照明。 不过，国庆期间

上海并未安排焰火燃放庆祝活动。

虹桥2号航站楼站、徐泾东站、淮海中路站等

26座轨道交通车站的55个安检点已设置太赫兹安

检通道，该设备无辐射，通过被动接收人体自身发

射的太赫兹波段， 实现对进站乘客的人身检测，可

探测到人体贴身携带的危险品、违禁品。为避免未

经报备的无人机等 “低慢小” 飞行器造成安全隐

患，警方将对外滩、南京东路步行街沿线、小陆家

嘴等人员密集区域实施无人机禁飞管控。

为应对可能出现的大客流情况，市公安局仍

将综合分析现场人流时空分布特点，科学合理部

署警力和措施，全力以赴确保景点安全有序。 在

外滩地区， 警方将运用警务大客流监测系统，做

好人群易聚集区域的人流监测， 并根据人流量变

化及时对南京东路、中山东一路及上下江堤各个通

道，采取疏导拦截、波次放行、单向循环等措施，防

止人流对冲拥挤造成危险。 南京东路外滩、南京

东路河南中路口将继续沿用保护行人过马路安

全的“开关式”过马路措施。

9月30日至10月6日每天16时30分至23时30

分，警方将根据客流变化情况，对延安高架路（南

北高架路以东段）实行限行，仅允许出外滩隧道上

延安高架路，以及经延安高架路进入延安东路隧道、

外滩隧道的机动车通行。延安东路隧道（浦西往浦东

方向），仅允许延安高架路出福建路下匝道进入延安

东路隧道的机动车通行。 今日至10月5日每日16时

30分至运营结束， 轨道交通2号线、10号线南京东

路站出入口关闭，列车跳站运行，黄浦江人行观光

隧道同步关闭，轮渡东金线每天12时至收渡，实行

临时停航措施。浦东小陆家嘴地区，警方将加大对

滨江核心区及世纪连廊各出入口、 主要路段的巡

逻力量，实时监测区域人流规模和动态，及时发现

交通、人流趋于饱和、拥堵及其他异常情况，在快

速调警处置的同时，通过区域广播系统发布预警信息。

交通方面，出城高峰时段预计还有今明两天，出城方向道

路通行拥堵指数峰值时段为今天9时至11时。各离沪主要高速

公路中，G2京沪高速江桥收费口、G40沪陕高速高东收费口、

G50沪渝高速徐泾收费口、G60沪昆高速新桥收费口及五洲大道

等，道路拥堵情况可能较为突出。返程高峰时段为10月4日至6日，

返程方向道路通行拥堵指数峰值时段为10月6日14时至17时。

预计G40沪陕高速、G2京沪高速、G60沪昆高速、G50沪渝高速、

G15沈海高速等高速公路入城段及G1501绕城高速局部路段

将出现车辆缓行情况。 市局警务航空队将视情出动警用直升

机，加强对道路交通状况的空中监控，及时发现拥堵情况。

根据研判情况，针对G40沪陕高速常发拥堵路段，交警部

门将对过江隧道、大桥，增加视频及实兵巡逻频次，发现事故、

抛锚及时调集就近警力前往处置。同时继续对G40长江隧桥上

悬挂黄色机动车号牌的载货汽车采取限行措施， 并在国庆节

前两天和后两天，每天6时至20时对G40长江隧桥实施限时错

峰出行的交通管控措施，全力确保长江隧桥安全畅通。

上海还将持续做好与江苏、 浙江两省公安交警部门的沟

通对接工作， 及时互通交通流量、 交通管制和限行措施等信

息，加强省际道路交通联勤联动管理，确保主要出、入市境高

速公路畅通。 继续协调保险公司在本市主要高速公路设置事

故快处便民服务点，在浦东、嘉定、青浦、松江、崇明五个区的

九个高速公路出入口联合设立“警保联动服务点”，开展道路

交通事故快处、保险行业理赔便民服务工作。

改造后的上海解放纪念馆肃穆大气， 外立面设计理念立

足“解放”，寓意破旧立新，勇往直前。

（宝山区供图）

用简朴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母亲的祝福
本报讯 （记者张鹏）昨天中午11时50分 ，上海市晋元

中学122名藏族学生身穿民族特色节日盛装，排队来到食

堂，从大厨手中颇具仪式感地接过一碗碗“国庆面”。原本

冷冷清清的食堂， 因为有了同学们的祝福和欢声笑语而

变得热闹起来。

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这几天沪上中小学师生以

吃“国庆面”这种简单而质朴的方式，表达对祖国母亲深深

的祝福。

来自西藏拉萨的00后藏族学生丹增央宗告诉记者，不

论是升旗仪式、祭奠先烈，还是同吃“国庆面”，连日来学校

组织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她对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

历史愈加了解。 她倍感自豪地说：“每次回到家乡，都会发

现那里发生的巨大变化，这得益于祖国的繁荣发展。 ”

1986年， 丹增央宗的父亲作为第二批西藏内地班学生

来到上海求学，用知识改变了命运。丹增央宗说：“我的高考

目标是国防科技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军人，在保家卫国中实

现自己的理想，这是我的光荣。 ”

而在城市的另一头，崇明中学的下课铃声响起，324名新

疆班学生纷纷赶到食堂，围坐在一起，共同为新中国庆生。 同

学们用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轮番合唱生日歌，嘹亮而欢

快的歌声中，饱含着莘莘学子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祝福。

凑巧的是， 昨天恰好是该校维吾尔族学生伊力哈木的

生日。 在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 他激动地说： “能和新中

国一起共庆生日， 并在生日这天为祖国母亲献歌， 我感到

特别幸运。 祝福祖国母亲越来越强大、 越来越繁荣。”

随后， 师生共享具有新疆特色的大盘鸡 “国庆面”。

大家你一筷我一筷， 品尝着别有风味的生日面， 感觉特别

美味。

荨晋元

高级中学的

食堂为学生

特地准备了

“国庆面”，共

庆佳节。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苏 河

湾项目工地

建筑工人和

管理人员同

吃“国庆面”。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面”与“绵”同音，

国庆节吃面，无疑是老
百姓借由传统民俗，分
享祖国繁荣昌盛带来
的美好， 同时也为祖
国母亲送上最真诚的
祝福， 抒发爱国情怀。

吃“国庆面”正成为新
民俗

■本报记者 何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