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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点

国庆长假，沪上美术馆吸引30万人次乐享艺术
全市43家美术馆对外开放，举办展览67场、公共教育活动49场

本报讯 （首席记者范昕 ） 在美术

馆里欢度假日 ， 渐渐成为申城一道备

受瞩目的文化风景 。 记者从市文旅局

获悉， 今年国庆长假期间， 全市 43 家

美术馆对外开放， 举办展览 67 场、 公

共教育活动 49 场 ， 接待观众逾 30 万

人次。 其中， 10 月 4 日的参观人次达

到峰值， 约 5.2 万人次； 中华艺术宫以

近 9 万人次成为国庆假期最受欢迎的

美术馆。

七天假期里 ， 展览 、 放映 、 工作

坊等形式多样的公共教育活动使申城

美术馆活力十足。

例如 ， 上海虹桥当代艺术馆配合

正在举办的版画展览 ， 策划了 7 场版

画主题的公共教育活动 。 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在 1 0 月 1 日七周年馆庆

日 ， 举办 “电场 12 小时 ” 特别活动 ，

启动西藏南路地铁站文化长廊 ， 推出

馆史展览 、 艺术市集 、 工作坊 、 音

乐派对等活动 。 以 “看展览 ， 游上

海 ” 为主题的 2019 年美术馆市民共

享计划也正在全城举办 ， 城市 “艺术

跑 ”、 美术馆 “连连看 ” 等一连串线

上与线下相结合的互动体验活动新奇

有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是今年国庆长假期间申城美术馆展览、

活动的鲜明主题 。 中华艺术宫 “庆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美术作品

系列展 ”、 刘海粟美术馆 “红旗漫卷 ：

长三角地区美术馆馆藏及推介主题美

术作品展 ”、 苏宁艺术馆 “中华颂 ”、

龙美术馆 （浦东馆 ） “建设祖国 ： 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等 22

场主题展览成为观展热点 。 此外 ，

海派主题展览也深受市民游客欢迎 。

地 处 松 江 的 程 十 发 艺 术 馆 因 举 办

“阿 Q 画传 ” 展览 ， 观众人次较去年

翻了三番 。

国庆长假期间 ， 人们还欣喜地看

到 ， 申城美术馆的服务能级在提升 。

10 月 7 日正逢周一， 是美术馆按惯例

闭馆的日子 。 为了向市民游客提供文

化大餐， 本市 22 家美术馆特别对外开

放 。 不少美术馆也积极响应夜间开放

的号召 ， 主动延长开放时间 ， 例如上

海多伦现代美术馆在假日期间将开放

时间延长至 21 点。

全方位回顾感知共和国走过的光辉历程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成国庆假期北京热门“打卡点”

10 月的北京，秋高气爽，处处洋溢

着喜庆的节日氛围，游客们在今年国庆

假期有了一个新的选项：参观 “伟大历

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 70 周年大型成就展”。 展览自 9 月

24 日起在北京展览馆向公众开放，国庆

期间成为北京又一个热门景点。 “成就

展 ” 展厅总面积达 1.55 万平方米 ，从

1949 年到 2019 年，采用编年体形式，带

领观众沿着时光隧道， 跟随历史年轮，

全方位回顾与感知共和国走过的光辉

历程。

工业模型浓缩 70年跨
越，讲述新中国的辉煌成就

来自浙江的盛先生夫妇专门将参

观大型成就展列为北京之旅的重要一

站。 他说：“新中国成立 70 年，每个年代

都有标志性的历史成就，只有到了现场

的人才能深刻体会到这种震撼。 ”如果

说新中国是一条流淌过 70 年的时间长

河， 那么展览中的一张张图片展板、一

件件实物模型、一段段视频资料等多元

载体就是这条长河中的颗颗圆润明亮

的“珍珠”。

展馆内，最有视觉震撼力的当属一

个个工业模型。 一架白色的飞机模型吸

引众多观众驻足， 还没看到文字说明，

许多人已经充当了讲解员的角色，一位

参观者说：“这是我国自主研制的首款

大型客机 C919， 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

去乘坐一下。 ”在现场，还能看到我国首

艘自主研制的航空母舰模型、歼-20 飞

机模型、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中国天眼” 模型、 世界上首次实现卫

星和地面之间量子保密通信的 “墨子

号” 模型、 十年磨砺终成大器的 “复

兴号” 动车组模型 、 创造载人深潜纪

录的 “蛟龙号 ” 模型……这些模型静

静地讲述着新中国 70 年的辉煌成就 ，

胜过万语千言。

70年时光中的 “上海元
素”，创造新中国多个第一

穿越成就展 70 年 “时光隧道 ” ，

时常能看到 “上海元素”， 展示了上海

在新中国 70 年发展历程中留下的印

记。 1963 年国防部授予上海警备区某

部 8 连 “南京路上好八连” 荣誉称号，

展览以一件雕塑再现了子弟兵群像 ；

1984 年， 新中国第一只公开发行的股

票———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

每股 50 元的价格发行股票 1 万股 ；

1988 年， 新中国第一条高速公路———

沪嘉 （上海—嘉定 ） 高速公路建成通

车； 1990年，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

浦东开发开放， 29年来， 浦东在一片阡

陌农田上建立起一座功能集聚、 要素齐

全、 设施先进的开放型现代化新城， 成

为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在新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中，也时

时可以见到上海的印记。2001 年，中国、

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

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六国元首在上

海共同签署《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正式成立上海合作组织， 将 “互信、互

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

同发展 ”为内容的 “上海精神 ”写入宣

言；2010 年， 中国首次举办的综合性世

界博览会———第 41 届世界博览会在上

海举行， 共有 190 个国家和地区、56 个

国际组织参展，参观人次达 7300 多万。

2018 年 3 月，原油期货在上海期货交易

所上线运行，目前，中国已成为全球第

三大原油期货交易市场；2018 年， 全球

首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在上

海拉开帷幕，让世界惊叹于中国市场的

强大活力。

参观完展览，游客多有意犹未尽的

感觉，有人在畅想：下一个 70 年后 ，我

们的祖国将是什么模样？ 84 岁的张爷

爷表示 ： “这个展览就像时光隧道一

样，一年年往前走，每走一步都能看到

国家取得的进步。 通过展览，确实能感

受到国家 70 年来的伟大成就 ，更相信

我们的前途更美好 。 ”70 后汤女士激

动地告诉记者：“太辉煌了 ！ 用任何语

言都无法形容看完展览的感受 。 我要

努力工作，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和祖

国共同进步成长。 ”

（本报北京 10 月 7 日专电） 展览中的 “上海元素” 吸引了不少观众驻足。 张锁庆摄

荨国庆长假期间 ，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接待观众 4.5 万人次 。

图为假期里游客参观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图/视觉中国

▲国庆假期里， 中共四大纪念馆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参观。

图/东方 IC

今年国庆长

假期间 ， 上海 43

家美术馆对外开

放 ， 举办展览 67

场、公共教育活动

49 场 ， 接待观众

逾 30 万人次。 展

览 、放映 、工作坊

等形式多样的公

共教育活动使申

城美术馆活力十

足。图为国庆假期

里，观众在龙美术

馆（西岸馆）参观。

（资料照片）

“十一”黄金周，红色场馆成申城旅游大热门
上海不断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引导人们走进历史深处———

早上 9 点半， 距离中共四大纪念

馆开门仅过去半个小时， 该馆的观众

量已达瞬时容纳的峰值 。 参观 、 宣

誓 、 合影……馆内馆外一派热闹景

象。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 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 龙华烈士纪念馆等红色

场馆亦是人气 “爆棚”。

今年是文旅深度融合之年。 上海

不断深度挖掘红色文化资源， 引导人

们走进历史深处 ， 让红色场馆成为

“十一” 黄金周各地游客来沪旅游的

网红打卡地。

据统计， 国庆长假期间， 全市有

112 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 举办临时

展览 46 场 ， 参观总人次达 70 万 。

各大红色场馆备受欢迎 ， 其中 ， 仅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就接待观众 4.5

万人次。

先天优势 ： 红色资
源丰富多元

“红色游要热起来， 前提得有丰

富的资源可开发利用， 这是重要的基

础。” 党史研究专家曹力奋说， 上海

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历史传统的城

市 ， 这里是党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

件、 重要活动的发生地， 有党史上的

多个 “第一”， 也留下了许多革命先

辈的光辉足迹。

来自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的统

计数据显示 ： 作为党的诞生地 ， 上

海保存完好的革命遗迹多达 440 处。

而上海目前对外开放的红色革命场

馆有 30 余家 ， 类型颇为丰富 。 其

中 ， 既有反映重大事件的场馆 ， 如

中共一大 、 二大会址纪念馆和中共

四大纪念馆等 ； 也有党史上重要人

物的纪念馆 ， 比如 ， 上海毛泽东旧

居陈列馆 、 陈云纪念馆 、 李白烈士

故居等 。 时间上 ， 则几乎覆盖了中

国近代革命史上的每一个重要阶段，

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有 、 不断

发展壮大的历程。 特别是， 从 1921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到 1933 年 1

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迁往江西革命

根据地， 这 12 年间， 中共中央领导机

关除三次短暂迁离外 ， 一直都设在上

海 。 因此 ， 上海有一批与之相关的红

色革命场馆 ， 包括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 中国劳动组

合书记部旧址陈列馆 、 中共三大后中

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等 ， 这些资源在

全国同类场馆中很是稀缺。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集聚分布的特

点， 也为红色游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比

如， 在复兴公园四周， 是以党的诞生为

标志的一片 “红色源头” 区域， 其周边

一平方公里内， 密集分布了 10 多处革

命旧址、 遗迹， 它们彼此都相隔不远，

步行即到。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离这里

很近， 步行仅 10 来分钟。 公园北侧仅

百余米的老渔阳里 2 号则是中国第一个

共产党组织———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诞

生地。 而仅一个弄堂之隔的新渔阳里 6

号， 则孕育了中国的第一个社会主义青

年团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 此

外， 中共一大代表们集体食宿的博文女

校、 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故居， 《新

青年》 《建设》 《星期评论》 等革命刊

物的编辑部都设置在这一区域内。

深度发掘， 让红色文
化可触可感

独一无二的红色资源和悠久绵长的

革命传统，构筑了上海鲜亮的文化底色。

而在先天优势的基础上， 上海不断创新

思路，围绕党代会、党的创建、领袖人物、革

命英烈等不同主题， 梳理出适应各个年龄

层次受众需求的线路、活动，在体验性、互

动性上下工夫， 引导人们走进红色遗址

遗迹。 以刚闭幕的 2019 上海旅游节为

例，红色旅游是一大亮点，“发现之旅”“红

色自拍节”“红色旅游线路设计大赛”等一

系列活动的推出，让红色文化可触可感。

与此同时，各红色场馆主动出招，推出

一系列展览、 互动活动， 吸引游客纷至沓

来。 “太感动了！ 今天的生活真的来之不

易。 ”参观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为了

新中国的成立———馆藏英烈文物史料展》，

不少观众发出如是感叹。 这是中共一大会

址纪念馆近年来举办的文物数量最多的原

创主题展览。为了筹备该展，该馆花费了一

年多时间，从馆藏 12 万余件藏品中精心遴

选 70 位英烈的 160 余件珍贵文物，讲述了

近代以来英雄先烈们为了民族独立、 人民

解放， 为了新中国的成立和人民的幸福生

活而英勇奋斗、不畏牺牲的事迹。一件件珍

贵藏品，以及其背后一个个感人事迹，

深深打动了在场的观众。

在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180°全

景图片和 720°VR 全景阅读等线上线

下融媒体展示方式， 让人们对红色场

馆有了全新认识。 而中国共产党代表

团驻沪办事处纪念馆（周公馆）、国歌

展示馆、上海解放纪念馆等经过修缮、

改扩建、提升改造后全新亮相，使内部

陈列、整体环境都得到优化。

曹力奋说，随着文旅深度融合，通

过对上海丰富多元的红色资源进一步

整合、梳理、挖掘，沪上红色旅游将迸

发出无穷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