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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味“真理之甘”，
让红色信仰薪火相传

纪念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

全译本一百周年主题展巡展开启

100 年前，陈望道先生首译《共产党宣言》，播下了燎原中国

大地的思想火种，照亮了革命道路，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

党人。 100 年后的今天，借助一件件珍贵档案和形式丰富的情景

再现，人们得以再次品味“真理的味道”。

昨天上午，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99 周年之际，“真理之甘 信

仰之源”纪念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 100 周年主

题展巡展在位于杨浦区的国歌展示馆开启。

该展览汇集了来自复旦大学档案、 图书典藏部门以及上海

市档案馆的 200 余件珍贵档案、图片、实物、视频等展品，分“陈

望道与《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与中国左翼文化事业”“陈望道与

复旦大学”三个部分，全景展示了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言》全译

本、 积极投身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以及在复旦大学治学育人

的人生轨迹，也从侧面展现了现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成为深

入开展“四史”学习教育的生动实践。

继在上海市档案馆（外滩馆）首展后，选择陈望道曾长年生

活、工作过的杨浦区为此次巡展第一站意义非凡。展览力图用好

红色资源、讲活历史故事，进一步传播杨浦红色文化中蕴藏的信

仰力量，扩大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社会影响力。

百年前，因为忘我翻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错把墨水当做

红糖蘸粽子吃。通过现场视频，观众便能聆听到习近平总书记亲

自讲述这段“真理的味道”红色故事；按下印章，亲手复制一份

《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首版、第二版封面，将“信仰之源”牢牢

印刻在心；扫一扫图片旁的二维码，更多图片背后的动人故事向

你娓娓道来……在翔实的档案史料、 生动的多媒体叙事和充满

趣味的互动场景中，观众可以清晰地了解陈望道首译《共产党宣

言》中文全译本的重大历史脉络和党的创建史，重温马克思主义

真理火种“点亮中国”的光辉历程，体悟一百年前中国先进分子

对“真理味道”的不懈追寻。

展览开幕式现场，陈望道先生指导的第一个研究生———复旦

大学教授陈光磊等嘉宾向青年党员代表赠送了最新出版的《追望

大道———陈望道画传》等“四史”学习教育书籍。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复旦大学《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全体队员的回信中写道：“你们

积极宣讲老校长陈望道同志追寻真理的故事，传播马克思主义理

论，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你们坚持做下去、做得更好。”

让陈望道追求真理的故事走出复旦、 走进更多场馆进行巡

展，正是对这番殷殷嘱托最好的回应和践行。 与首展不同，本次

展览特别展出了这封回信的全文，勉励广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

矢志拼搏奋斗。

“这封回信让我和同学们备受鼓舞。 ”复旦大学大气与海洋

科学系青年党员于骐恺， 通过参观展览再次重温了陈望道老校

长的故事，难掩内心激动。他说，自己会将这份鼓励化作动力，坚

定信念砥砺前行，用专业所学更好为人民的生产生活服务，实现

科研报国。

百年石库门讲述“星火初燃”历史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展试运营开放

南昌路 100 弄，曾经的老渔阳里，弄内

2 号是一栋有着 100 多年历史的砖木结构

旧式石库门住宅。看似平凡的石库门却在中

国革命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革命

的火种在这里燃起。这里是宣传马克思主义

的主阵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也是第

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诞生地。 经过

近两年的置换、修缮、布展，昨天，“星火初

燃”———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

年》编辑部）旧址史迹陈列展试运营开放。

《新青年》编辑部，以陈独秀为代表的

先进知识分子在这里出版刊物， 翻译马克

思主义著作， 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全国范

围内的传播。 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在此诞生，在这里提出了“按照共产主义者

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社会”的革命目标，推

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 这里还

是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孵化地， 为党储

备了一批年轻有为的后备力量。 这里更是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发起

地，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上海共产

党早期组织实际上起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

的作用。中共一大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这

里作为中共中央局机关， 成为了当时中国

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

如今，饱经风霜的老宅重新回归，将敞开

怀抱向人们讲述中国革命火种的历史。

两年前，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保护利用工作正式启动，

共计置换搬离了居住在内的 4 户居民， 并遵

循修旧如故的原则， 对旧址开展了保护性加

固和还原性修缮。 如今，精致的雕花门头、黑

漆实木大门、清水平缝砖墙、石板台阶天井、

暗红挂落门窗……当年的建筑元素一一还

原。百年旧址重展新颜，石库门老弄堂的历史

风貌恢复如初， 建党早期的历史身影生动再

现。除了旧址内部，这片石库门弄堂的三排房

屋也同步进行了外立面修缮， 改善了弄内周

边居民的居住条件， 整条弄堂恢复了当年的

风貌，焕然新生。

旧址内的史迹陈列运用大量珍贵历史照

片、史料、文物，围绕思想启蒙———《新青年》

杂志办刊地， 革命火种———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成立地， 星星之火———中共中央局办公地

等三个板块的内容展开，通过图文展板、实物

陈列、场景复原、多维视频、艺术创作、互动查

询等手段，在有限空间内，立体化呈现旧址中

发生的重要事件。

据介绍，试运营期间，根据疫情防控工作

要求和旧址接待条件限制， 将于工作日接受

团体预约参观，观展者可登录“上海黄浦”微

信公众号进行预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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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座桥讲述一段历史，开启沉浸式“四史”教育
两代泖港大桥建设者参观老桥与新桥

“这座桥承载了我们的心血，记录了时代的

变迁。 ”原泖港大桥技术负责人唐明瀚一下车

便用手轻轻抚摸着桥柱，感受着时间在上海首

座大跨径斜拉桥留下的印记。 今年年底老桥将

被拆除 ，新建主桥将通车 ，两代人的记忆在此

处交汇。

一座桥，就是一段历史，泖港大桥是改革开

放以来发展的“见证者”。就在昨天，两代泖港大

桥技术负责人带领着约 40 名党员参观老桥与

新桥，切身体会历史的变迁、感悟初心使命，“以

小见大”开启沉浸式“四史”教育。

“这座桥代表着一个好的开头，为后来的桥

梁建设提供了参考与支持。”原泖港大桥项目负

责人李义已经退休， 那段亲自参与大桥建设的

经历常常浮现于他眼前。 这座桥改变了附近百

姓的生活，也见证了上海日新月异的发展。

时间回拨到从前， 起初的泖港镇如同一座

小岛，被水路一分为二，住在河东的居民想要去

河西，只能坐船。直至 1978 年，位于松江区叶新

公路的泖港大桥开始动工，四年后建成通车，附

近居民生活才翻开全新篇章。

不仅如此，泖港大桥在历史上有着十足的

分量 。 作为上海造桥史上第一座大跨径斜拉

桥， 通车时是全国跨径最大的公路斜拉桥，这

也为上海乃至全国建设斜拉桥积累了丰富的

桥梁设计理念和施工经验。

这座桥的建造， 离不开背后众多建设者夜

以继日地付出与钻研。 彼时， 河的两岸竖起高

塔、 奠下桥基， 高塔两边伸出的钢索将桥面拉

住，这样的桥梁结构不仅外观优美，还具备跨越

能力大、抗震性能好的特点。 据唐明瀚介绍，当

年的建设者费尽心思手工制作斜拉索， 为了防

止绳索在仓库放久了导致生锈， 他们亲自在外

部涂上一层漆。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的泖港大桥逐

渐无法满足水、路交通的需求。 2018 年 4 月，泖

港大桥迎来翻新重建的日子。 在保留了老桥的

曲线纹理和平行式斜拉索基础上， 新桥改为双

塔中央单索面造型，宽度扩增到 38.5 米，将按一级

公路设置双向 6 车道并人行道、非机动车道。

“站在这里能够同时看到老桥与新桥， 这可以

说是历史交汇的重要时刻。 ”平申线航道（上海段）

整治工程（叶新公路泖港大桥）项目工程师陈晋站

在新桥上，向来自焦家村、大桥项目部的党员介绍

着新桥的变化与亮点。从唐明瀚、李义到陈晋，两代

泖港大桥建设者用不同的视角讲述着泖港大桥背

后的故事。

老一辈的埋头苦干，为年轻一代指引着方向。

平申线航道（上海段）整治工程（叶新公路泖港大

桥） 项目党支部书记周杰听完唐明瀚、 李义的介

绍， 脑海中浮现了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下潜心研究

工艺的画面，周杰深深被触动了。 “通过一座桥能

展现老一辈的匠心，能让我们这些 80 后更加努力

地投入到新桥的建设中。 ”

值得挂念的不仅仅是记忆。 “大桥本身是改革

开放后社会发展史的浓缩， 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

最好见证。”上海市基础工程集团有限公司第一工

程公司工会主席金君告诉记者， 在了解了泖港大

桥的历史后，年轻党员增添了知识、拓宽了思路，

这样沉浸式的“四史”教育更能让他们感同身受。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昨天， 全国首家红色主题社区直播

间在 “一大 “会址旁完成首秀， 红色文

化通过红色电波从这里源源不断传出。

这个社区直播间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

三角之声和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联合打

造， 旨在让红色旋律激荡在长三角、 唱

响在新时代。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惠民事项要抓紧推进，早启动快见效
（上接第一版）

李强指出， 人民城市建设要加快形成 “1+

N” 政策制度体系， 细化落实具体化 、 项目化

配套措施， 让群众有真真切切的感受。 政务服

务 “一网通办”、 城市运行 “一网统管” 和公共

卫生体系建设、 社区治理规范化精细化等工作

要抓好落地深化。 “老、 小、 旧、 远” 等难点

问题要持续攻坚突破 ， 加力推进旧区改造和

“一江一河” “生活秀带” 建设。 “早餐工程”、

社区 “微基建”、 “家门口的公园” 等惠民事项

要抓紧推进， 早启动、 快见效。 各方面都要立

足自身特点， 找准工作切入点、 发力点。 各区

要因地制宜 、 抓点带面 ， 按照 “宜业 、 宜居 、

宜乐、 宜游” 要求布局打造一批示范点， 让群

众在切身参与中感受形态、 功能、 品质的变化。

市里各条线要大力支持区里扬优势 、 补短板 、

惠民生， 推动形成点上示范引领、 面上比学赶

帮的生动局面。

李强指出， 谋划和抓好当前发展， 必须把

握大势、 认清形势， 持续发力稳增长， 着力抢

占发展先机， 打造核心竞争力， 不失时机补短

板， 努力在育新机 、 开新局中走出一条新路 。

要围绕稳增长谋招数、 出思路， 及时出台更有

力、 更有效的政策举措 。 加快扩大有效投资 ，

强化财力资金保障， 更好释放发展新动能。 巩

固 “五五购物节 ” 成果 ， 推动消费持续向好 。

抢抓新一轮金融开放新机遇， 保持金融业稳步

增长。 要准确把握中央政策取向， 把落地实施

抓得更紧 ， 及时将政策效应转化为发展先机 、

发展优势。 各区各部门要各扬所长、 相互赋能，

聚焦重点抓突破、 条块联动强合力， 共同打造

体现上海核心竞争力的长板 。 强化集聚效应 、

品牌效应和先发优势 ， 加快推动在线新经济 、

先进制造业和特色园区、 新生代互联网企业等

发展。 围绕各区长板和特色工作精准服务， 帮

助解决个性化瓶颈难题 ， 做大做强特色亮点 ，

为全市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要补短板、 强弱项，

静下心来审视经济发展、 城市运行、 公共服务、

民生保障等方面的问题不足， 加快补好补齐事

关长远、 群众期盼的瓶颈短板， 为后续发展夯

基垒台。 要始终绷紧城市安全这根弦， 确保社

会和谐稳定。

李强强调 ， 要抓好 “十四五 ” 规划编制 ，

聚焦本源性问题、 关键性变量、 战略性任务和

新时代标志性项目， 全力以赴谋深、 谋实、 谋

细。 紧紧围绕强化 “四大功能”、 提升城市能级

和核心竞争力， 作出长远谋划， 提出战略举措。

要深入分析研判全球投资贸易走势、 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态势 、 城市人口结构变化 、

城市群发展趋势等关键变量， 提出有针对性的

战略布局和管用措施。 要深入谋划加快建设“五

个中心”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际大都市下一步重点突破的方向和举措，排出三

项新的重大任务的阶段性具体目标。要深入谋划

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重大项目，深化研究重大

专项规划、重大工程项目、重点地区发展，使“十

四五”规划更好引领上海长远发展。

龚正就做好三季度重点工作指出， 要按照

市委部署要求， 持续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深

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 加快公共卫生体系建设。

狠抓国家宏观调控政策贯彻落实， 稳企业、 保

就业， 扩大有效投资， 提振市场消费， 稳外资、

稳外贸。 深入推进浦东开发开放和自贸试验区

临港新片区建设、 科创板试点注册制、 长三角

一体化发展， 筹办好第三届进博会， 不断强化

“四大功能”。 坚决兜牢民生底线、 守住安全底

线， 筑牢防汛防台安全防线。 抓紧编制好 “十

四五” 规划。

市领导于绍良 、 郑钢淼 、 刘学新 、 陈寅 、

吴清、 翁祖亮 、 周慧琳 、 诸葛宇杰 、 徐泽洲 、

许昆林、 彭沉雷、 陈群、 龚道安、 宗明、 方惠

萍出席会议。

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 杨浦区

委、 黄浦区委、 奉贤区委、 崇明区委、 市科技

工作党委围绕落实十一届市委九次全会精神作

了发言。

一条里弄能“长”出多少欢喜
（上接第一版） 有的由 “抽户” 释放空间， 尽可

能配齐独立煤卫； 还有的， 以一场 “生活营造”

来放大角角落落里的 “品质”。

一条条里弄， 就此长出无限欢喜。

“外部环境好了，自己家里也要
弄得像模像样”

小小的洗手台旁放着小皂盒、 小绿植、 小

盆景， 一字排开。 一旁两个竹编果篮里， 一个

放着土豆、 西红柿、 青椒和小葱， 另一个摆着

芋头， 上头撒着红辣椒， 颜色煞是好看……外

人眼里如此局促的小小空间， 显然在主人眼里

是块 “宝地”， 承载起了一天生活的乐趣。 年过

六旬的钟旭阿婆 ， 在江阴路 72 号住了超过 30

年 ， 对于能拥有这样一方 “适宜 ” 的洗手台 ，

她最懂内里的不容易。

去年， 街道排定里弄修缮实事工程时， 72

号居民们改造意愿强烈， 意见相对统一， 率先

开启了里弄、 庭院及房屋内部的修缮工程。 在

街道、 居民区党总支引领下， 改造中， 施工方

充分尊重居民意愿 ， 尽可能 “螺蛳壳里做道

场”， 在有限空间内嵌入了更多独立厨卫设施，

还充分整饬了楼道 、 庭院 、 晒台等公共空间 ，

安装了诸如玻璃雨棚、 晒衣架、 移动铁门、 地

面防滑条等设施， 居住舒适度大大提升。

“没想到 ， 这样一次改造 ， 收效是惊人

的”， 72 号所在顺天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徐定

珠这样注解 “惊人” 二字———首先， 居民们爱

护家园的主动意识强了， 比如， 他们自发推动

在天台加装了两块太阳能电板， 到了晚上， 蓄

电量可用来照亮昏暗的室内公共楼梯 ； 再如 ，

他们又自发定制了一批颜色款式相同的雨衣 ，

为在雨天遮盖助动车时显得 “齐整”； 他们自发

制定了保洁公约， 每天专人负责清洁来之不易

的独立厨卫； 他们还悄悄美化了共用天台， 摈

弃乱晾晒乱堆物， 让这里成为大家夏夜乘凉聊

天、 举头观星的 “宝藏” 空间。

更重要的， 这里成了左邻右舍心中的 “样

板”。 不远处， 88 号九福里的居民们常自发跑

来 “考察”， 并顺利在今年 3 月启动了自家里弄

的改造。 有居民要求在院落入口处加装一个复

古造型的 “照壁 ”， 有居民开始给自家进行装

修； 还有居民主动撤出了一车堆物和垃圾……

“外部环境好了， 自己家里也要弄得像模像样”。

“让留在这里的居民住一天 ，

舒坦一天”

江阴路， 所属的南京东路街道顺天村居民

区， 这个典型的市中心老居民区， 它一边挨着

繁华的南京西路 ， 又 “集齐 ” 了新里 、 旧里 、

石库门、 花园洋房、 现代商务楼等丰富的住宅

类型， 这里的老龄化程度接近 50%。

“不管这里将来是否会动迁， 要让留在这

里的居民住一天， 舒坦一天”， 徐定珠， 这位老

书记说出了心里的大白话。

为此， 近两年， 街道在排定修缮实事项目

时， 鼓励居民区提前征集居民意见， 在有限的

空间内， 尽可能 “加载” 更多的生活功能和生

活美学， 让高楼大厦背后的老宅生活同样有诗

意， 更有尊严。

“曲径通幽”， 这是南东街道内人尽皆知的

一条网红弄堂。

说是里弄 ， 其实是一条宽度不足 1.5 米的

无名市政马路。 弯弯曲曲， 一头连着重庆北路，

一头连着江阴路， 全程两三百米。

此前， 这条弯弯绕的小里弄曾集聚了十多

个各色小摊贩， 卫生状况不佳。 屋内外居住硬

条件改善了， 大家对这条小弄堂也有了新的诉

求和期待： 能不能添个环境优美典雅的公共互

动空间？

就此， 社区找来城市公共空间设计师， 就

这一想法起笔描摹， 在充分听取居民意见基础

上， 开始改造这条小里弄———弄堂一侧的墙面

间隔着画了多幅居民参与的彩绘喷涂 ， 里弄

中间增设了一处精致的小庭院 ， 作为社区自

治活动空间 ， 里弄入口处还做了精致的艺术装

帧……

就此， 居民们为其取名 “曲径通幽”。 说也

奇怪， 自改造好后， 没有动员任何力量， 十多

个杂乱的小摊点就再也不见。

让站在石库门头讲话的尊严感
幸福感，重回现代生活

“比起新社区， 老社区可能更需要一种标

签， 一种能唤回生活尊严感和舒适感的标签”，

街道党工委书记顾定鋆这样注解。

小巷不远处， 一个里弄门口， 四个并排着

的石库门门头应居民要求， 按照历史样貌回复

成雕錾有 “梅兰竹菊” 的三角门头， 居民们自

发称之为 “我们的 4A 景区 ”， 但凡有亲友来 ，

总要拉着在这四个门头前合个影。

要有生活的诗意 ， 对于老旧居民区而言 ，

首先要有生活的尊严和品质。 “当下， 要切实

保障改善民生， 聚焦难点抓突破， 结合南东有

78%居民仍住在老旧小区的特点 ， 就是要通过

个性化的改造、 更新方案， 释放出老宅生活应

有的品质和尊严。” 去年以来， 街道开始加大力

度推动对于老旧社区的修缮、 更新、 改造， 在

补短板的同时， 更注重满足居民对于生活的新

向往， 提供品质化的生活空间供给。

今年 8 月，位于黄河路的承兴里，老宅经过

修缮更新后，居民们陆续回搬。抽点拔户，是这个

老社区对于释放生活舒适度的一种新探索。

此轮抽户改造中， 先后有 260 多户居民获

益。 结合更新修缮， 整个社区释放出了部分公

共空间， 这些空间最终留给了居民， 确保每家

每户能多出约 3.4 平方米， 用于增设独立厨卫。

同时， 继续改造里弄内的公共空间， 嵌入公共

洗衣房、 公共活动室等居民需要的生活设施。

不只是承兴里， 在更多社区， 个性化改造

方案还改出了公共食屋、 公共展陈空间、 公共

读书角等现代生活中居民们渴求的新功能、 新

空间 。 最终 ， 让站在石库门头讲话的尊严感 、

幸福感， 重回现代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