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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途”启动内测 红色资源可感可知可及
379家革命遗址旧址和纪念设施，

147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首批入驻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数字化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

本报讯 （记者蒋竹云） 上海市红
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 “红途” 昨天
下午正式启动内测， 标志着上海红色文
化资源数字化转型迈出实质性步伐。 由
市委宣传部、 市教委、 团市委、 市文旅
局 （上海市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
室） 主办的 “永远跟党走” 第三届全国
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海选拔赛决赛暨
“红途” 平台内测启动仪式在世博会博
物馆举行。 全市 379 家革命遗址、 旧址
和纪念设施， 147 家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首批入驻 “红途” 平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和初心
始发地， 600 多处红色资源遍布全市 ，

已有 7 批 147 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揭牌 。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
年， 深入推进 “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工程， 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全
市各有关单位， 在中宣部宣传舆情研究
中心的指导下， 在 “学习强国” 系统上
建设开发 “强国应用” ———“红途”。 活
动当天 ， “红途 ” 微信公众号同步上
线， “红途” logo 向社会发布。

“红途” 喻意 “红色征途”， 既是
对过去百年光辉历程的回顾， 也是对迈
进新征程、 奋进新时代的期待。 作为全

面推进城市数字化转型的 “红色应用 ”，

“红途” 平台汇聚全市红色文化资源， 实
现 “统一入口 ” ， 以用户需求为导向 ，

不断发现应用场景 ， 让红色资源 “触手
可及”。

“红途” 平台定位为服务工具， 注重
实用性 、 互动性 ， 共设置 “光荣之城 ”

“红途微视 ” “城市阅读 ” “四史教育 ”

“场馆预约 ” “场馆活动 ” “红途讲师 ”

“海上文创” “建党百年” 9 大功能板块，

强化应用牵引、 数据赋能， 在对全市红色
革命遗址旧址、 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数据
信息进行汇总梳理基础上， 通过场馆信息
集成、 网上展览展示、 文旅活动汇聚、 红
色路线导览等各项功能， 推进全市红色资
源的展示利用、 服务管理向科学化、 精细
化、 智能化发展，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 “一
网统管”、 红色文化应用 “一网通办”、 红
色文化载体 “一站服务”、 红色文化资源
信息 “一站共享”。

内测启动后， 5 月下旬将举行一系列
线下体验活动， 6 月初， “红途” 平台将
正式上线。 市民可通过 “学习强国” “随
申办市民云” App 进入 “红途”， 配合红
途小程序 、 微信公众号 ， 形成 “三位一
体 ” 移动端矩阵化应用 ， 让红色资源可

感、 可知、 可及。 在此之前， 平台内容建
设将初步实现 6 个 100， 即 100 条精品线
路 、 100 项特色展陈 、 100 个红色视频 、

100 项红色文创 、 100 名红途讲师 、 100

项主题课程和体验活动， 创新打造红色文
化传播矩阵， 为城市数字化转型按下 “快
进键”。

第三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海
地区选拔赛初赛于 2020 年 12 月上旬举
办 ， 91 名优秀讲解员、 志愿者通过提交
短视频参与了初赛， 经专家网络评审、 培
训筛选， 确定了 21 名决赛选手。 在昨天
举行的决赛上， 21 名选手结合所在场馆
特色和党的诞生地 、 改革开放 、 全面小
康、 抗疫精神、 时代先锋五大讲解主题，

依次进行了 1 分钟 VCR 展示和 6 分钟现
场演讲， 充分展现了全市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讲解员队伍的家国情怀、 职业形象和精
神风貌。

在讲解员们动情的讲述下， 一个个精
彩的红色故事感人至深 、 催人奋进 。 最
终， 上海市龙华烈士陵园 （龙华烈士纪念
馆） 李梦园， 浦东展览馆王韵正、 李培，

上海宋庆龄故居纪念馆杭垚获评 “金牌讲
解员”； 中共一大纪念馆何博恒等 10 名讲
解员获评 “优秀讲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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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中路 171 号-173 号 ， 地处上
海闹市区紧邻天蟾逸夫舞台， 曾是党的
最高领导机关———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
旧址 （1928-1931 年） 所在地。 这也是
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使用时间最长的一
处办公地。 经过两周的场馆维护调整，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

年） 昨天恢复对外开放。

当年的白色恐怖下， 中国共产党人
以 “福兴商号” 作为掩护， 积极开展党
的工作 。 这一当年的红色中枢也见证
了： 困难的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人在这
里指导着中国革命， 传承着革命精神。

用党的奋斗历程和光荣传统鼓舞
人 ， 2018 年 6 月起 ， 黄浦区委宣传部
牵头 ， 启动了该处旧址的修缮保护工
作。 将房屋置换出来后， 又邀请党史专
家开展大量的史料挖掘和研究工作 。

2019 年下半年 ， 修缮工作开启 ， 完整
复原了旧址的历史风貌 。 去年 10 月 ，

旧址修缮布展完毕， “白色恐怖下的红
色中枢” ———中共中央政治局机关旧址
（1928-1931 年） 史迹陈列展运营开放。

据介绍， 此次的维护调整， 梳理和
丰富了展陈内容， 围绕腥风血雨中重回
上海、 六大前后的中共中央、 革命在低
潮中奋起三部分内容展开 ， 增加了

1927 年至 1931 年间中国革命史上的重
大事件等， 让参观者可以更全面地了解
这一时期党领导中国革命从低潮中奋起
的历史。

展陈呈现也进一步优化提升。 走进
展厅， 一楼在打造沉浸式观展形式的基
础上， 新增了互动式投影， 将党史学习
内容以可互动、 可查阅的模式， 供参观
者自主探究。

同步优化了参观动线， 在空间运用
上实现拓展， 在内容呈现上实现多维，

让参观者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党史
学习方式 ， 让旧址遗迹成为党史 “教
室”， 让文物史料成为党史 “教材”， 让
英烈模范成为党史 “教师”， 更好把红
色基因传承下去。

即日起 ， 团队参观可至 “上海黄
浦” 微信公众号预约， 开放时间为 9 时
至 11 时 30 分， 13 时 30 分至 16 时 30

分， 每周三闭馆。

填补党史研究空白！
赵世炎烈士珍贵历史影像在沪首次公开亮相
上世纪 20 年代 ， 在上海 80 万工人

中， “施英” 这个名字几乎人人皆知。 这
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 杰出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赵世
炎的化名。

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 上海音像
资料馆经多方努力， 从海外发现和成功采
集到两段赵世炎烈士的珍贵活动影像。 这
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关于赵世炎仅存的活动
影像， 填补了党史研究空白。 昨天， 该影
像首次公开亮相， 并同期在龙华烈士纪念
馆举办学术研讨会。

牺牲时年仅26岁，革命
生涯和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

赵世炎出生于 1901 年， 牺牲时才 26

岁， 他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是战斗的
一生， 是用力搏击的一生。 和那个年代的
许多有志青年一样， 他于 1920 年赴法勤
工俭学。 在法国， 他一边做工， 一边在工
余时间捧读各类书籍。 每到黄昏， 他总独
自跑到工厂顶楼平台， 借助夕阳余晖， 希
望 “窃取 ” 更多的光阴读书 ， 于是自喻
“黄昏之贼”， 他还在自己摄于法国时的照
片上写下这四个大字， 时刻提醒自己要抓
紧时间， 刻苦学习。

除了自身勤勉好学以外， 赵世炎还常
常将马克思主义向其他勤工俭学的同学们
宣传。 一些同学回忆说： “我们都很崇拜
他 ” “如果没有世炎同志经常向大家讲
解， 我们对马克思主义还不可能懂得那么
快。” 1922 年， 赵世炎与周恩来、 陈延年
等发起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任中央
执委会书记， 随后又任中共旅欧总支部委

员和中共法国组书记。

1922 年底 ， 法国勤工俭学代表赵世
炎、 王若飞、 陈延年等 12 人受党中央的
委派 ， 前往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 。 临行
前， 他们相约来到巴黎埃菲尔铁塔登高游
览。 站在埃菲尔铁塔上， 赵世炎写下了著
名的白话诗 《远望莫斯科》； 发出了 “我
们站在巴黎铁塔顶上， 高处不胜寒， 一片
茫苍苍 ” 的切肤之感 ； 向全世界呐喊着
“共产主义万寿无疆！” 这是他对党坚贞不
渝的誓言。

回国后， 赵世炎在上海深入工人群众，

后与周恩来等领导和组织了上海工人阶级第
三次武装起义并取得胜利 。 1927 年 ， 反革
命武装掀起腥风血雨时， 赵世炎无所畏惧地
说： “共产党就是战斗的党， 没有战斗就没
党， 党存在一天就必须战斗一天， 不愿意参
加斗争， 还算什么共产党员。”

同年 7 月， 赵世炎遭叛徒出卖被捕， 但
他继续把敌人的监狱和法庭当成讲坛， 宣传
共产主义理想 。 7 月 19 日 ， 赵世炎被害 ，

年仅 26 岁。

镜头总长不到10秒，迄
今为止发现仅存的活动影像

在短暂的生命里， 赵世炎始终奔波在寻
求真理的道路上， 留下的照片很少， 影像更
显得格外珍贵。 据上海音像资料馆版权采集
部主任翁海勤介绍， 此次发布的两段活动影
像记录的分别是 1924 年 7 月在莫斯科举办
的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以及同期的赤色
职工国际第三次代表会议。 当时年仅 23 岁
的赵世炎代表中国共产党列席了这两次会
议， 并凭借其出色的外语能力， 为李大钊和
王荷波等中国代表担当翻译。 虽然两段纪录
电影中拍摄到赵世炎的镜头总长不到 10 秒，

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关于他仅存的活动影
像， 真实记录下这位英年早逝的青年在国际
会议上所展现的自信风采和对无产阶级革命
事业的坚定信念。 专家指出， 这些影像对丰
富赵世炎烈士的研究和今后的党史研究都有
着非常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是党史学习教育
的生动教材。

看到这两段珍贵的影像， 赵世炎烈士的
后人赵新炎颇为激动。他说，赵世炎的革命生
涯和上海有着很深的渊源———1920 年，他是
从上海出发去法国勤工俭学的 ；1927 年 ，他
牺牲于上海龙华，安葬在龙华烈士陵园中。龙
华革命烈士纪念地的龙华墙上， 赵世炎的名
字亦昭然在目。不久前在龙华烈士陵园墓区，

署名为“一位来自新中国的青年”给安葬在此
的赵世炎烈士留下一封手写信：“你和那群少
年，走过了新文化运动，走过了红楼，却再也
没能走到飘着五星红旗的天安门广场……”

英雄，虽逝而不朽。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
立 100 周年，亦是赵世炎烈士诞辰 120 周年，

如今正如先辈所愿———“革命种子已经布满
大江南北”、中国共产党已“茁壮成长起来”。

首次公开亮相的活动影像， 两段纪录电影中拍摄到赵世炎的镜头总长不到 10 秒，

却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关于他仅存的活动影像， 记录下赵世炎 （右一） 在国际会议上所

展现的自信风采和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坚定信念。

“永远跟党走” 第三届全国红色故事讲解员大赛上海

选拔赛决赛暨 “红途” 平台内测启动仪式在世博会博物馆

举行。 均本报记者 陈龙摄 荩 制图：陈云峰

观众可以通过这面 “拍拍墙 ” 来了解 1928-1931 年

间发生的重大事件及相关史料。 均本报记者 袁婧摄

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 上海在线文化产业动能强劲
（上接第一版） 在文化生活领域， 博物馆和
画廊参观人数占全市人口的百分比、 图书馆
借书人次、 电影院入场人次等指标也相对领
先。 从文化生态来看， 上海市民表现出高度

的开放性和包容性， 市民从态度和心理认知
层面已经做好了面向一个更开放的上海的准
备。 同时， 在与国际其他文化大都市的比较
中， 上海文化产业发展政策体现出了独特优

势。

报告显示， “互联网+” 对于文化内容
和形式进行广泛而深刻的革新， 在社会化媒
体文化、 粉丝经济文化、 泛娱乐文化、 虚拟

文化、 二次元文化等新型文化业态中， 呈现
出跨界聚合、 模式创新、 强 IP 驱动、 场景
体验等产业特征。 随着用户对线上文化产品
和服务提出了持续旺盛、 多元多样的需求，

未来的文化创新可能会集中在线上内容为核
心的数字文旅产业、 线上线下联动催生的产
业优化升级等领域。

“互联网 +”助燃年轻人党史学习热情
（上接第一版）

又如互联网游戏公司波克科技， 在去年
开发《“四史”逐梦》小游戏的基础上，今年又
与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合作研发了 《悦
学党史》，将沪上红色经典建筑以 3D 模式融
入游戏，帮助青少年了解党史知识，汲取精神
力量。

阅文集团是网络文学的领军企业。今年，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 市新闻出版局的指导和
支持下， 将举办第六届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征
文大赛，全面覆盖旗下网站、网络作家创作平
台， 力推一批反映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发
展、国家建设成就、人民奋斗历程的新作，致
敬建党百年。

“两新”党建线下“植根”
线上“开花”

花开线上，根在线下。党史学习教育在互
联网上如火如荼开展，是上海“两新”组织党
建结出的硕果。

浦东新区作为上海互联网产业最大的集

聚区， 在册运营的互联网企业就达 500 余
家。近年来，通过探索多部门协同一体的互联
网企业党建模式，全区 104 家重点互联网企
业中的党组织覆盖率已达 91.3%。

在杨浦区， 大名鼎鼎的长阳创谷集聚了
一大批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清
华大学、 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的创新创业人
才， 已经成为上海市中心城区专为知识工作
者打造的 Campus 创新创业街区， 现有办公
人数近 2 万人。

在这样的群体中搞党史学习教育， 必须
选好切入口。 为此， 长阳创谷和悉德科技合
作，在园区内打造互联网党建展示厅，制作了
沉浸式光影党建视频资料， 用年轻人的话语
体系激发小伙伴们的党史学习热情。

最近，一场别开生面的“剧本杀”样式的
党课在长阳创谷上演。 2 个多小时自编自演
自导的游戏中，有人选择“埋骨何须黑土地，

中华何处不故乡”，有人一度彷徨、内心挣扎，

有人牺牲自己、 助力同伴……最终大家都加
入了抗日队伍。“形式非常新颖，参与感很强，

身临其境，让我也当了一回‘抗战先锋’，在角
色扮演中感受了不一般的精神力量。”一位青
年党员深有感触。

在普陀区， 以天地软件园为基础搭建的
互联网产业党建联盟，已由最初的 14 家成员
单位发展到 32 家。党建联盟充分发挥产业优
势，将“党建+科技”有效融合，联盟成员单位
柏项网络研发制作了党史科普游戏 “沪上星
火”，以党的诞生、发展、壮大为脉络，带领青
年人了解党的奋斗历程和优秀党员事迹，引
导青年人学党史、念党恩；新柏石科技则专门
研发了党史学习机器人， 以全新的方式传播
红色故事。

鼓励探索创新更强化政治引领

“互联网+”党史学习教育 ，既需要探索

创新，更需要政治引领。

目前，上海市委网信办已在全市 28 家市
属重点互联网企业和 65 家区属重点互联网
企业建立了党建联系点制度， 向它们派出老
干部党建指导员； 在互联网产业集聚的园区
挂牌成立了三批共 8 个 “互联网企业党建工
作创新基地”，将拼多多、趣头条、哔哩哔哩、

东方财富网、 波克城市 5 家企业列为上海互
联网企业党建工作示范点。

今年，市委网信办紧扣“庆祝建党百年”

主线， 在主要互联网企业党组织中开展党史
学习教育， 号召互联网企业党员把党的历史
学习好、总结好、传承好、发扬好。指导企业党
组织根据互联网行业工作性质和特点， 创新
党史学习教育的形式方法，把“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作为学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提升
党员责任意识。

今年 3 月，市委网信办还启动了“迎中国
共产党华诞·展互联网上海风采” 系列活动，

引领互联网企业将党史学习教育中感悟到的
精神力量， 转化为推动互联网行业发展的动
力，着力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