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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出锅的面条爽滑劲道， 再配上
各色浇头，浓郁高汤一浇，葱花、香菜
一撒， 一碗碗热气腾腾、 红红火火的
“国庆面”就这样暖到了每个人的心窝
里。昨天，在落实防控措施的基础上，

全市各方以各种形式制作 “国庆面”，

干部职工围坐一起，为新中国庆生，“十
月的第一碗面，告诉你家国的温暖”。

一碗碗国庆面

一线劳动者欢度佳节

今年国庆节， 许多滨江项目工地
的建设者主动要求“原地”为新中国庆
生。 在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党群服务
站，桌上的“国庆面”热气蒸腾，香气四
溢， 徐汇滨江建设者之家党支部书记
蔡莉萌即兴发挥，唱响了一曲《今天是
你的生日》。建设者工友们也跟着哼唱
起来：“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

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诉说……” 唱到
兴起处， 来自河南的小刘湿了眼眶：

“有国的地方才有家，我们在这儿感受
着家的温暖。”

在长宁区，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附属同仁医院早早为节假日仍坚守在
一线的医务人员准备好了 “国庆面”。

“为新中国 ‘过生日’， 这也是 ‘团圆
面’。”大家纷纷在朋友圈晒出照片。现
场还有专人制作中国的传统小吃 “冰
糖葫芦”，新鲜的山楂包裹着甜甜的糖
浆，串起了幸福与甜蜜。

一张张团圆桌

旧改居民首次围桌吃饭

今年国庆节， 对张扎根一家来说
有些不一般。 这是虹口区北外滩相关
地块旧改后， 他们在位于奉贤区的保
障房新居中度过的第一个国庆节。老
张也因此实现了一个小心愿： 全家人
一起坐在真正的餐桌边， 好好吃顿国
庆团圆饭。

老张一家曾长期住在北外滩一处
成片二级旧里中，今年6月底，随着昆明
路以南旧改征收项目生效，一家人挥别
蜗居，迎来新生活。“这个国庆我特别激
动特别感恩，国家繁荣富强，党和国家
好政策不断，让我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
越好，才有了我幸福的晚年。”

忙活了两小时，下午4时，老张家开饭了。举杯庆祝时，

老张摸着孙女的头，眼眶有些湿润：“这是你出生到现在，第
一次坐在真正的桌子旁吃饭。”原来，2014年孙女出生后，老
宅原本只有12平方米的房间更拥挤，由于坐不开，即使是年
夜饭，一家人也只能轮流吃。而现在，他们住上了83平方米
的两室一厅，老伴儿再也不用“算着时间”做饭，吃饭也可以
全家围着“正儿八经”的餐桌一起吃了。

一曲曲祖国颂 珍惜来之不易美好生活

“经历过烽火年代， 更要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 长宁区安龙路上的悦馨第一养老院不时传来欢声笑
语。 每一位前来用餐的老人脸上都贴着一朵印有五星红旗
的小爱心。大家笑着聊着，彼此回忆。吃完面，大家又唱起了
老歌，为新中国庆生。

“我吃的浇头炸猪排配上水煮大虾，真香！”第六届全国
道德模范提名奖刘哲昕昨天在浦东新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和其他道德模范们同吃“国庆面”。他是孩子们敬爱的“刘
叔叔”———坚持常年义务送教下基层，倾囊助学西部贫困孩
子，用爱点亮他们的希望。他还有牵挂不下的“家人”，刚吃
完面，他就拨通了色尔娜的电话，这是他在四川阿坝藏族羌
族自治州助学的藏族孩子。在他帮助下，色尔娜已经考上了
四川的大学。

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位育中学新疆班的学生也用吃
面的方式，庆祝新中国的生日。不同的是，他们的特制“国
庆拉面”极富地域特色，韧性十足的面条，配上鸡蛋、牛肉，

香气四溢。老师们说，每逢佳节倍思亲，希望这些远离家乡
的学子们能一解思乡之情，更能感受到56个民族一家亲的
温暖。

■本报记者 储舒婷

国庆首日沪上高校红色场馆迎参观热
打卡苏州河畔最美大学，阅读百年建筑；参观高校红色场馆，感受爱国情怀

打卡苏州河畔最美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在这个上海首个全面开放的历史风貌校园，

阅读百年历史建筑的红色故事；在《共产党宣
言》首个中文版译者陈望道旧居，打卡红色地
标；到钱学森图书馆感受钱学森、郭永怀“双
星光环”，激荡爱国情怀……昨天是新中国第

72 个生日，也是国庆长假首日，沪上各高校
的红色场馆迎来参观热，升旗仪式、新生教育
都成为这些场馆里的热门活动，市民、游客、

青年大学生在这些场馆，感受历史记忆，激发
强烈的爱国之情。

在“打开围墙”的校园
看百年建筑中的国家和民
族记忆

早上七点， 记者就看到有市民沿着新开
放的苏州河华政段， 进入校园， 在志愿者引

导下， 漫步于 27 栋国宝级建筑与 “一带十
点” 景观共同构成的城市滨河空间， 深入了
解这里丰富的红色资源和上海城市历史文化，

唤醒红色记忆。

在苏州河步道旁的格致楼 ， “苏河明
珠———华东政法大学长宁校区历史文化展”

的主题展览吸引了众多参观者， 一张张老照
片、一件件文物、27 栋国宝级建筑，诉说着一
段不能忘却的红色历史。 在校园最美建筑之
一的交谊楼前，不少市民纷纷驻足留影。这座
中西合璧、 庄重典雅的交谊楼留存着一段光
荣的历史，1949 年 5 月 26 日，中国人民解放
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选择此处作为解放
上海第一宿营地。 如今作为学校办公场所的
“六三楼”，则是为纪念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
后当时师生的爱国壮举。

昨天， 华东政法大学党委书记郭为禄担
任“志愿讲解员”，为百余名华政师生带来一
堂行走中的实景式党课。 他为同学们讲述了
自五四运动开始， 华政长宁校园这片土地上
的红色印迹和新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他说：

“这些百年建筑里的历史，由一代代先辈们创
造，这其实也是国家和民族记忆的一部分。 ”

经济法学院新生朱珂怡深受触动：“循着
历史的印记，重温老一辈的奋斗历程，受益良
多， 作为青年党员我们必须传承好老一辈共
产党员的奋发进取的开拓精神和不畏艰难的
担当意识。 ”

节日里特殊一课，为青
年大学生带来精神洗礼

国庆长假也是各高校新生入学后的第
一个长假 ，多所大学利用校园里的红色场
馆开展对新生的爱国主义教育 。

当天 ， 复旦大学研究生新生党员来到
共产党宣言展示馆参观 ，通过 “星火 ”党员
志愿服务队队员的细致讲解 ， 他们感受到
“真理的味道 ”。 据悉 ， 复旦大学新生爱国
主义主题将持续进行 ， 还包括组织观看即
将在 10 月上映的 《追梦百年 》原创话剧等 。

昨天一早， 上海交通大学一批 2021 级
本科新生就来到徐汇校区钱学森图书馆 。

跟随讲解员的步伐 ， 他们重温钱老一生的
重要时刻 ，从青年时的刻苦学习 ，到义无反
顾从美国回国 ，再到开创中国航天事业 ，开
辟国家自行研制导弹之路的峥嵘岁月。

学校还为新生特地开辟出了一条 “交大
人的红色记忆”节日参观路线，从校园里的与
日俱进碑、 五卅纪念柱， 到杨大雄烈士纪念
碑、史穆烈士墓、英烈浮雕，再到百年校庆新
里程纪念碑， 由辅导员或者班主任一边带着
学生看，一边讲解。 “请党放心，强国有我，饮
水思源，爱国荣校”，青年学子的嘹亮声音回
荡在校园中， 诉说着赤诚的爱国心和真挚的
祝福。

而在上海健康医学院，昨天清晨，师生代
表就与周浦学区代表“同上一堂课”，聆听中国
“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的谆谆嘱托，并参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医学教育》主题展。

回望新中国健康医学发展之路，青年学子立下
“做一辈子百姓健康守门人”的强国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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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飞扬浦江畔，精益求精为庄严一刻
本报讯 （记者周辰） 昨天上午 10 时，

外滩海关钟楼钟声敲响， 一面五星红旗在黄
浦江上空稳稳掠过， 这是上海市公安局警务
航空队警用直升飞机悬挂国旗编队巡飞母亲
河的第 12 年。

外滩黄浦江畔， 来自各警种的十余名公
安先进代表， 面对国旗庄严敬礼， 吸引了众
多市民 、 游客驻足仰望 ， 人们纷纷举起相
机、 手机， 记录下这激动人心的时刻。

这面国旗长 6.24 米、 宽 4.16 米， 在阳
光照耀下鲜艳夺目， 不论何种角度望去都蔚
为壮观。 作为内地第一个挂旗编队飞行的城
市， 警航队从零开始摸索， 不断打磨国旗材
质、 飞行方式等每个细节， 精益求精只为这
庄严神圣一刻。

昨天使用的这面国旗便是从上海旗篷厂
专门定制的 ， 材质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活动时直升机悬挂的那面国旗
一样， 这种强尼龙布颜色鲜艳、 材质扎实。

为了避免强风和风向影响， 让国旗始终垂直
悬挂于直升机正下方， 警航队还对国旗 4 个

边角进行加固处理， 经反复计算实验后于直
升机下方加上 190 公斤配重。

“让国旗纹丝不动地掠过黄浦江上空，

秘诀在于三架直升机之间要保持相对静止。”

飞行员高博透露， 挂旗编队飞行非常考验掌
机与僚机的密切配合， 不仅要保持距离和队
形 ， 还要时刻关注风速 、 风向 、 高度 。

“飞行速度要保持在 90 公里每小时 ， 这个
速度既能保持国旗的美观 ， 也保障了编队
的安全”。

作为国内成立较早的警航队 ， 挂旗编
队飞行只是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 近年来上
海重大活动安保 、 交通疏导和抗洪救灾等
现场都有这支队伍的身影 ， 作为一支空中
力量 ， 警航队时刻守护着这座超大型城市
的平安祥和。

右图：上海市公安局警务航空队的警用直

升机悬挂巨幅国旗在黄浦江上空巡飞，来自各

警种的公安先进代表，面对国旗庄严敬礼。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中共一大纪念馆等红色地标举行升国旗仪式
（上接第一版）也是因为工作，他真切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
快速发展，也希望为推动时代进步而尽己所能。

上海音乐学院大四学生李秉璋也参加了昨天的升国旗
仪式， 他还有着另一个身份———中共一大纪念馆门前弦乐
四重奏《我和我的祖国》的小提琴手。为此他花费时间苦练
技法， 精益求精， 就是为了能在国庆当天演绎出最好的旋
律，为新中国生日献礼。

“神圣、震撼、激动”，1996年出生的韩通是上海大学机
械自动化专业的一名研究生，作为志愿者，他参与了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门口的升国旗仪式。“讲解稿6000多字， 对我
来说也是个挑战。我这几天反反复复看，不但要在领会的基
础上记忆，还想把红色故事更好地讲给参观者听。”

传承：长大后再回“初心始发地”

在中共一大纪念馆的留言处， 沈俊忙着拍照。 他是上
海市新中高级中学西藏部的一名教师， 想用镜头记录下
西藏班孩子在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后的 “心声”。 他展示
给记者看孩子们的留言： “我追随的光， 是五星红旗的
光” “何其有幸生于华夏” ……他说： “今天所见的这些
丰富的历史 ‘教科书’， 我也会带回课堂， 帮助同学们温
故知新。”

人群中， 上海市格致初级中学初一学生朱钧呈站得笔
直，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五星红旗。为了参加升国旗仪式，

他清晨4点不到就起床了。 他胸口的口袋里还插着一支钢
笔———这是他参观中共一大纪念馆时做笔记用的。

接下来，他还将打卡其他沪上主要红色遗迹遗址，并提
前在笔记本上做好了攻略。“多走多看， 能帮助我理解这座
我生活的城市和它的历史。”朱钧呈立下志向，无论将来在
哪里学习、工作，“我都会经常回到这个‘初心始发地’”。

国庆假期，申城消费地标“可选项”更多了！
新开业商场更新商业理念，老牌商业街增加互动体验———

国庆假期去哪里逛吃？ 今年的选择更多
了 ！ 想要 “尝鲜 ”， 新开业的前滩太古里 、

太阳宫、 山姆会员旗舰店都是可选项； 想要
去 “城市会客厅” 逛逛， 南京路、 淮海路等
老牌商业街也在不断更新业态、 提质升级。

9 月中旬， 上海刚刚集中签约了一批重
点消费地标和品牌首店， 着力打造全球新品
首发地、 全球消费目的地， 全面打响 “上海
购物” 品牌。 从今年国庆黄金周的更多消费
地标选项看， 上海消费市场日益显现出 “百
花齐放” 的发展姿态。

新消费地标成为新晋“打卡”点

迈向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上海， 在国庆
节之前迎来多家重量级商场的开业， 虹口区
的太阳宫及北外滩来福士、 黄浦区的绿地·
外滩潮方、 浦东新区的前滩太古里等新消费
地标， 也成了国庆假期的新晋打卡点。

在上层 80 米长的 “悦目桥” 上饱览黄
浦江景 ， 在下层商业空间里尝鲜多个 “首
店 ” ———9 月 30 日才开业的前滩太古里 ，

以其独到的街区式购物中心设计理念吸引了
很多消费者。 昨天上海天气晴好， 不少市民
在四楼屋顶特设的 “天空环道” 跑步， 以蓝
天白云为背景 “打卡”， 一身运动装备的王
阿姨告诉记者， 她是特地从闵行区赶来的，

“在空中跑道健身还是第一次”。 记者看到，

“天空环道” 沿途设置了智能更衣室和淋浴
间， 跑道周边也有包括亚瑟士中国内地首家
跑步型动社、 New Balance 全球跑步概念店
等运动品牌， 将购物环境与体验相互结合。

目前， 前滩太古里已落地的 “首店” 包
括中国内地首家 MOViE MOViE 文化生活概
念影院、 半山腰云南餐厅上海首店、 星巴克
全球首家环保实验店 “向绿工坊” 门店等。

走进星巴克门店， 吧台、 大门把手、 门口台
阶等都是回收 “重生” 而来的， 如果你细心
查找， 就会在一张张标签牌上找到属于它的
故事。 店内工作人员称， 与 2019 年一家同
等大小的星巴克门店相比， “向绿工坊” 每
年可减少约 15%的碳排放。

前滩太古里也是刚刚签约的上海 “重
点消费地标 ” 之一 ， 太古地产行政总裁彭
国邦告诉记者 ， 这个项目充分融合了上海
本地特色 ， 将助力上海建设闻名遐迩的消

费商圈 ， 进一步提升 “上海购物 ” 的国际
影响力。

老牌商业街增加多元消费体验

除了新晋 “打卡点”， 国庆黄金周首日
的南京路 、 淮海路同样热闹 。 记者走访发
现， 两条世界级商街都在提质升级， 除了买
买买， 还增加了更多体验消费项目。

在南京路步行街上， 泡泡玛特 “人生如
戏” 系列盲盒的全国首展正在此展示。 长得
神似漫威电影里的 “小丑 ”、 脱胎于电影
《蒂芙尼的早餐》 里奥黛丽·赫本形象的卡通
人物、 与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 中男女主
角装扮如出一辙的造型人物……以电影人物
为原型设计的盲盒人物吸引了很多消费者购
票。 高先生夫妇都是 “电影迷”， 两人一边
逛展， 一边饶有兴致地推测每个人物背后的
原型， 高先生觉得一位身穿黄衣的人物形象
是李小龙， 高太太却认为是 《杀死比尔》 中
的乌玛·瑟曼。

在世茂广场 8 楼 ， 还有一处刚刚 “上
新” 的场馆———国内首家沉浸式剧场博物馆
“凡尔纳魔幻公馆”。 昨天上午， 朱岚一家三

口早早来此打卡， 一进门， 小朋友就被一个叫
做 “自然考古挖掘场” 的地方吸引了， 除了会
动的恐龙模型、 埋藏在沙子下的化石外， 曾发
现恐龙化石的古生物学家巴纳姆·布朗也化身

NPC （非玩家角色）， 现场与观众互动。 而在
老克里酒吧， 知名西部电影 《黄金三镖客》 里
的场景被搬来了上海， 另一个 NPC 红胡子牛
仔现身， 带领参与者一起拿起 “镭射枪”， 闯
进电影世界。

随着沪上各大商圈越发重视体验消费、 Z

世代群体， 老牌商街也在不断尝试新业态。 凡
尔纳魔幻公馆主管曹骏告诉记者， 这是第三代
沉浸式剧场博物馆， 除了嵌入传统的博物馆知
识点之外 ， 融入了更多的互动体验环节 。 比
如， 在博物馆内， 有一个手冲咖啡馆的场景设
置 ， 咖啡豆不是用钱买 ， 而是需要参与者与

NPC 进行交流 ， 通过完成任务获得 。 沉浸式
博物馆也不是固定动线， 消费者不仅可以在此

DIY、 换装拍照， 还有不少隐藏剧情动线， 能
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

记者注意到， 国庆长假期间， 各商场都提
前做了疫情防控准备， 泡泡玛特的首展、 沉浸
式剧场博物馆等皆通过现场限流、 预约购票、

增加护栏等方式， 引导客流有序进场。

■本报记者 徐晶卉 张天弛

▲上海交大新生在钱学森图书馆进行爱国教育。 本报通讯员 高璐摄
荩华东政法大学百余名师生上实景式党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