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站一景演绎人文景观线
轨交17号线年底试运营，以强劲“内心”为青浦增添发展大动脉

本报讯 （记者史博臻 张晓鸣）
计划于年底开 通 试 运 营 的 轨 道 交 通

17 号线 ， 不仅为青浦区增添了发展

大动脉， 也勾勒出一条展示水乡特色

的人文景观线。 记者昨天探营了设计

主题为 “绽放” 的蟠龙路站， 一股浓

浓中国风扑面而来 。 17 号线串联起

淀山湖地区 、 朱 家 角 镇 、 “青 西 三

镇 ”、 青西郊野公园等一系列景 观 ，
是名副其实的黄金旅游轴线。

蟠龙路站设计理念取自青浦水印

版画与青花瓷元素， 运用线条交叉手

法展示水系交错， 还融入了水波纹板

和鱼鳞板， 将青浦地域特色文化嵌入

其中。 与之相邻的诸光路站则以 “诸
光开物” 为主题， 用世界性语言、 中

性装饰图案以及国家会展中心综合体

四叶草建筑形态贯穿其中。
文艺范儿外表之下的 17 号线还

拥有一颗强劲 “内心” ———首次全面

采用具有完整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信

号系统， 具有完备的移动闭塞功能，
支持混合运营模式。 此外， 为体现节

能环保理念 ， 17 号线应用了不少科

技亮点。 蟠龙路站的站台层灯光能随

着车来车往而调配光线， 实现了列车

与车站照明环境的智能化管理。
同时 ， 17 号线所涉及的车站结

合实际， 被分别定位为公交枢纽、 社

区居住 、 现代 商 业 等 功 能 ， 如 在 赵

巷、 朱家角、 东方绿舟三座车站建设

停车换乘 （P+R） 设施等。

民生工程年底冲刺

综 述

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工作实际行动
市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完成

本报讯 （记者钱蓓） 围绕学习贯彻

党的十九大精神， 从 11 月 8 日起， 上海

连 续 举 办 七 期 领 导 干 部 专 题 研 讨 班 ，
1862 名市管领导干部分期分批到市委党

校进行集中学习。 昨天下午， 第七期领

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

讨班结业式在市委党校举行， 标志着为

期一个多月的市管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

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圆满完成。
市委常委、 市委组织部部长吴靖平

出席并讲话指出， 市委对这次培训高度

重视， 李强同志专门出席第一期研讨班

并作开班动员， 明确学习要求。 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

个时期首要政治任务和工作主题。 这次

集中培训虽然告一段落， 但学习实践永

远在路上。 要在突出重点、 抓住关键上

下功夫， 进一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

神实质和核心要求， 特别是进一步深刻

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进一

步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是全党拥护 、
人民爱戴、 当之无愧的党的领袖， 进一

步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各项重大决策部

署 。 要 在 全 面 深 入 持 久 上 下 功 夫 ， 在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贯彻落实党的十

九大精神 ” 学习实践活动中当好表率 、
作出示范。 一方面， 要自己带头学， 持

之以恒地加强学习， 做到原原本本、 原

汁原味研读原文， 把学习融入日常、 抓

在经常； 另一方面， 要带领大家学， 按

照中央要求和市委部署， 紧贴基层实际，
引导更多党员干部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 要在知行合一、 学做结合上

下功夫， 大兴调查研究之风， 认真履职

尽责， 强化对标意识， 推动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

精神落地见效， 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

推动工作的实际行动， 努力在新时代展

现新气象、 实现新作为。
按照市委统一部署， 上海处级干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讨班正

在同步开展， 至明年 2 月将实现培训全

覆盖。

■本报记者 李婷

推进两地经贸港口等领域务实合作
应勇会见罗马尼亚康斯坦察省省长一行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应勇昨天会见了

罗马尼亚康斯坦察省省长马留思·霍里

亚·楚楚亚努率领的代表团一行， 并共同

签署两地友好合作交流备忘录 （2017-
2021）。

应勇说， 中国与罗马尼亚建交以来，
友好交往不断深化， 合作互信不断增强。
上海市与康斯坦察省结为友好城市已有

15 年， 在经贸、 文化、 港口等领域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当前， 上海正朝着 2020
年基本建成国际经济、 金融、 贸易、 航

运中心的目标冲刺， 努力形成具有全球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基本框架， 并加

快向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迈进。 希

望两地以此次签署合作交流备忘录为契

机 ， 进一步促进人文交流 ， 推进经贸 、
港口等领域务实合作。

马留思·霍里亚·楚楚亚努说，康斯坦

察省十分珍视与上海市的友谊。上海的发

展成就举世瞩目，我们希望能更多地学习

借鉴上海的发展经验，并抓住两地签署新

一轮合作交流备忘录的机遇，进一步深化

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合作。
罗马尼亚驻沪总领事奥雷利安·内亚

古参加会见。

光荣之城，新时代延续红色征程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实施一年多来成效凸显，一批红色
遗址遗迹得到修缮，一批红色文艺作品崭露头角

茂名北路 120 弄 7 号， 一幢两开

间 、 两层的石 库 门 房 子 ， 是 毛 泽 东

1924 年在上海的居住地， 也是他一生

中在上海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 这里

刚刚完成了为期两年的修缮工作， 眼

下正在布展， 明年元旦过后正式对外

开放。
茂 名 路 毛 泽 东 旧 居 的 保 护 和 修

缮， 是 “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
的成果之一 。 该 工 程 自 去 年 启 动 以

来， 全市各相关领域形成合力， 深入

发掘红色资源， 生动呈现建党故事，
大力弘扬建 党 精 神 ， 让 红 色 基 因 融

入城市血脉 、 根 植 市 民 心 中 。 一 年

多 以 来 ， 各 项 工 作 取 得 初 步 成 效 ：
一批红色遗址遗迹 得 到 修 缮 ， 一 批

既 有 红 色 文 化 展 示 基 地 得 以 改 造 ，
一 批 重 大 理 论 研 究 课 题 已 经 启 动 ，
一批重点活动项目陆续开展， 一批红

色文艺作品崭露头角， 一批红色创意

品牌逐渐形成。

光荣的革命传统，鲜亮的
文化底色

记忆犹新———10 月 31 日， 党的十

九大胜利闭幕仅一周， 习近平总书记就

带领新一届政治局常委集体瞻仰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 殷切

叮嘱上海要把中共一大会址保护好、 利

用好， 把这里看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

神家园。
牢记在心———“中国共产党从这里

诞生！ 中国共产党人从这里出征！ 中国

共产党历史从这里开始！” 镌刻在中共

一大会址纪念馆建筑外墙上的话， 准确

概括了上海光荣的革命传统， 定义了上

海鲜亮的文化底色。
这座城市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地， 也是党的历史上诸多重大事件、 重

要活动的发生地。 这里有党史上的多个

“第一”： 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 第一

份党刊、 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第一个工会组织、 第一家出版社、 第一

所妇女干部学校……
历史告诉我们， 上海是中国革命的

圣地之一。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

国共产党一共召开了七次全国 代 表 大

会， 其中就有三次在上海召开， 分别是

中共一大 、 中共二大和中共四 大 。 此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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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 周恩来、 刘少

奇、 朱德、 邓小平、 陈云等党的早期领

导人， 都曾在上海工作战斗、 领导中国

革命， 留下了光辉的足迹； 彭湃、 罗亦

农、 林育南、 陈延年、 陈乔年等无数革

命先烈牺牲在上海这片热土。
丰 厚 的 红 色 资 源 是 最 好 的 历 史 见

证 。 据统计 ，全市保存完好的革命遗迹

多达 440 处 ，其中 ，中 央 早 期 在 上 海的

各类机关重要旧址 24 处， 仅中共 一 大

会址纪念馆的藏品就多达 10 万余件 。

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

红色传统需要进一步发扬， 红色基

因应该更好传承。 在 2016 年建党 95 周

年时，上海全面启动了“党的诞生地发掘

宣传工程”，并成立领导小组，制定发布

《上海市迎接建党百年 “党的诞生地”发

掘宣传工程方案》， 协调推进工程建设。
今年 5 月召开的市第十一次党代会，又

将该工程列为今后五年的重点工作。
全市上下凝心聚力， 一大批红色资

源得到有力的保护、 利用、 开发。
老成都北路 7 弄 30 号 人 流 不 息 ，

一批又一批的游客走进一处典型石库门

建筑。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

表大会召开地、 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

的诞生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近

日， 记者前往采访， 只见门口挂起了限

流牌。 据工作人员倪娜介绍， 自从今年

6 月 底 完 成 基 本 陈 列 改 造 重 新 开 放 以

后， 展厅里丰富的史料和新颖的展陈形

式吸引大量观众， 接待量不断飙升。 为

了保证安全和参观质量 ， 馆方 启 动 了

“分批限流” 的方式。
完成改陈布展工作的不只中共二大

会址纪念馆 ， 还有中共一大会 址 纪 念

馆、 龙华烈士陵园纪念馆等一批红色场

馆。 此外， 沪上还对陈望道旧居、 茂名

路毛泽东旧居、 张闻天故居进行了保护

修 缮 ， 而 针 对 中 共 中 央 阅 文 处 旧 址 、
《新青年》 编辑部旧址的保护方案也正

在制定中。

与此同时， 市文物局副局长褚晓波透

露， 上海正在编制一套本市革命史迹保护

与利用规划， 对革命遗址遗迹进行分类梳

理 、 统一规划 ， 明确保护要求和保护范

围， 并对合理利用方式提出可行性意见。
眼下， 《上海主要革命遗址分布图》 编撰

工作已基本完成。
过去的一年多时间， 沪上理论界深入

开 展 研 究 ， 密 集 推 出 了 《伟 大 的 开 端 》
《中国共产党创立之路》 《中国共产党创

建与上海》 《中国工人运动史资料》 《中
国共产党创建史辞典》 等一批理论成果和

资料汇编。 此外， “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与

上海”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梦” 等主题学

术研讨也在沪上举行， 邀请海内外的学者

以 国 际 视 野 多 角 度 研 究 建 党 史 。 另 外 ，
《中共先驱留日档案解密 （1914—1927）》
的资料集也即将出版， 这是中共一大会址

纪念馆远赴海外发掘到的一批全新史料，
它的出版将填补不少党史空白。

唤醒红色记忆，延续红色征程

当党史学家把一段段历史发掘出来，
如何讲述好、传播好这些故事，从而唤醒红

色记忆，延续红色征程，成为当务之急。 为

此， 沪上精心打造了一批在全国有影

响力的节庆赛事、论坛讲座、群文活动、
大型展览和红色旅游品牌，让伟大建党

精神入耳入脑、深入人心。 比如，推出

“日出东方———上海市纪念中国共产党

成立 95 周年主题展”、“党的摇篮·光荣

城市”主题巡展、“信仰的力量———共产

党人的家国情怀”档案展等一批主题展

览；发布“红色档案”“复兴之路”“激荡

文学”“岁月如歌”“开天辟地”等全新红

色旅游线路，联合嘉兴、吉安、遵义、延
安成立红色旅游合作联盟；开辟“党的

诞生地·一线一站”地铁主题文化长廊；
打造《忠诚与信仰》情景党课；与《小说

选刊》《红蔓》等杂志合作举办“党的诞

生地”主题征文等。
一批传递信仰力量的红色文艺作

品， 也颇为引人关注。 这其中， 既有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上海美术作品

展和诗歌朗诵会， 也有京剧 《浴火黎

明》、 沪剧 《党费》、 淮剧 《铡刀下的

红梅》、 歌剧 《江姐》、 交响合唱 《启
航》 等一批舞台艺术作品， 还有 《面
向世界的中国共产党》 《理想照耀中

国 2》 《诞生地》 等纪录片和电视专

题片。 其中， 由上海市档案馆等策划

制作的八集微纪录片 《上海记忆： 他

们在这里改变中国》 登陆中央电视台

英语新闻频道， 用丰富的史料向全球

观众讲述党的历史。
不忘初心， 方得始终。 党史研

究专家徐建刚 说 ， 把 红 色 资 源 利 用

好、 把红色传统发扬好、 把红色基因

传承好， 建设好、 守护好中国共产党

人的精神家园是上海的光荣使命。 历

史已经证明， 上海是一座光荣之城、
梦想之城； 未来将会看见， 光荣如何

延续， 梦想如何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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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隆重举行
（上接第一版） 中日两国要从两国人民

根本利益出发，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和

平，共同为人类和平作出贡献。
俞正声强调，和平需要国际社会共

同努力， 需要大家一起坦诚面对历史。
为了和平， 世界各国人民要同心协力，
共同维护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

核心的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共同推进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俞正声指出 ，今天 ，中国人民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 更有信心、更

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在新的

征程上，中国人民将自觉坚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全面推进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

创造更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中国人民愿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 国际秩序的维护

者，共同创造人类的美好未来。
俞正声讲话后，6 名南京市各界代

表 3 次撞响“和平大钟”。 随着深沉悠远

的钟声，3000 只和平鸽凌空飞翔， 寓意

着对 30 万死难者的深深追思和圆梦中

华的雄心壮志。
公祭仪式结束后， 习近平走进纪念

馆展厅，参观了《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参

观结束时，习近平在签字簿上庄重签名。
随后，习近平亲切会见了南京大屠

杀幸存者代表和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属代表。
丁薛祥、刘鹤、刘延东 、许其亮 、吉

炳轩一同参加上述活动。
黄坤明主持公祭仪式。
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老战士

和老同志代表，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

和东部战区、江苏省、南京市负责同志，各
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

派人士代表，港澳台同胞代表，为中国人

民抗日战争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亲

属代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战区和遭受

过日本法西斯侵略的亚洲国家驻华使节

代表，以色列等国家驻华使节代表，南京

大屠杀幸存者及遇难同胞亲属代表，江苏

省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公祭仪式。
80 年前的 1937 年 12 月 13 日，侵

华日军侵入南京，对我同胞实施长达 40
多天灭绝人性的大屠杀，30 万生灵惨遭

杀戮， 留下人类文明史上最黑暗的一

页。2014 年 2 月 27 日，十二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决定，以立法形

式将 12 月 13 日设立为南京大屠杀死

难者国家公祭日。

擦清历史的镜子，走好未来的路
（上接第一版） 一个不忘过去的民族 ，
最终一定能实现伟大复兴之梦。

高度重视南京大屠杀历
史研究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

念馆建在南京城西 “万人坑” 遗址上，
这里的一切都在控诉着当年侵华日军

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 今天 ， 习近平总

书记再次来到这里。
“总书记先后提出了数十个问题，

他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十分熟悉 ， 对

史实细节高度重视 ， 还对抗战牺牲的

英烈、 大屠杀幸存者 、 援华国际友人

及其亲属特别关注。” 张建军说。
“走进 《南京大屠杀史实展》， 总

书记就注意到了展览陈设的新变化 。”
张建军说， 比如今年的展览比 ２０１４ 年

多了很多资料 ， 新增了 １ 万多盒个人

档案， 搜集了来自幸存者和死难者遗

属的口述资料。
“参观中 ， 总书记提出了不少问

题， 不仅问得细， 更问得专业。” 张建

军说。
“三年后，总书记又一次来到南京

出席公祭仪式，这表明总书记对这段历

史非常关注。 ”中国抗战史学会副会长、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原馆长朱成山说，２０１４ 年总书记参加第

一次公祭仪式的情景仍历历在目。
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参观纪

念馆的讲解员，朱成山说 ，总书记对南

京大屠杀历史非常了解，问了许多专业

的问题，还特地嘱咐要加强南京大屠杀

微观史的研究。 三年来，相关专家按照

总书记的要求，从多个方面强化微观史

研究，一系列研究成果出炉。

关爱抗战英烈、幸存者、
国际友人

幸存者的照片墙上 ， 两张照片上

的灯光已经暗去 ， 意味着这两位幸存

者已经逝去。 “习近平总书记关切地

询问幸存者还有多少人 ， 获悉幸存者

已不足百人， 他叮嘱要照顾好这些幸

存者。” 张建军说。
参观完展览， 看到 ８８ 岁的幸存者

夏淑琴老人， 习近平总书记握着她的

手， 祝她健康长寿。
“总 书 记 这 么 尊 重 、 关 心 我 们 ，

对我们是极大的鼓励。” 夏淑琴说， 她

经历了悲惨苦难的日子 ， 到如今四世

同堂、 生活小康 ， 最应该感谢的是党

和国家。
南京大屠杀期间， 美国人约翰·马

吉秘密拍下的 105 分钟画面 ， 是那场

浩劫中唯一留存至今的动态影像 。 他

的孙子克里斯·马吉正在拍摄今天的南

京。 习近平总书记对克里斯·马吉说 ：
“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要加强交流与

合作。”
“我很意外习近平总书记居然认

出了我。” 克里斯·马吉说 ， “我希望

能通过家族的影像 ， 让更多的国家和

人民记住南京大屠杀 、 记住人们遭受

的不幸， 从而珍惜和平、 面向未来。”

更好传承历史记忆

除了重视对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研

究， 习近平总书记还十分关心纪念馆

的建设。
张建军向总书记汇报说 ， 利济巷

慰安所旧址陈列馆已成为南京大屠杀

遇难同胞纪念馆的分馆 。 这些年他们

正在不断挖掘史料 ， 整修旧址 ， 征集

更多的文物， 未来还将设立更多的纪

念场馆。
张建军说 ， 纪念馆新展陈融入了

大量微观史元素 。 第四次幸存者的口

述， 不仅关注幸存者悲惨的经历 ， 还

拓展到幸存者一生的实录 。 习近平总

书记嘱咐要将幸存者口述进行翻译和

对外传播。
“传播是为了更好地传承历史 。”

张建军说， 总书记特别关注历史的传

承。 当天的公祭仪式中有 ８０ 名青少年

代表朗诵了 《和平宣言》， 铭记历史 、
珍视和平的信念正代代传承。

南京市第一中学高二 （１） 班学生

戚惟妙是 ８０ 名青少年代表之一。 “这

是我第二次参加公祭仪式 ， 作为青少

年， 我们要牢记历史 ， 担当重任 ， 我

会把今天的所见所闻和同学们分享 。”
她说。

“撞响和平大钟 ， 传递的是和平

的声音， 传承的是历史的担当。” 参与

撞钟的徐工集团董事长王民说 ， 习近

平总书记出席国家公祭仪式 ， 让大家

备受鼓舞。 作为中国人 ， 我感到责任

与动力。 铭记历史 ， 珍视和平 ， 我们

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

导下， 不断砥砺奋进 ， 实现中华民族

的伟大复兴。
新华社记者 蔡玉高 蒋 芳

杨绍功 王珏玢
（新华社南京 １２ 月 １３ 日电）

市高院工作报告征求委员意见
市政协召开专题通报会 吴志明出席

本报讯 （记者张懿） 市政协昨天召

开专题通报会。 市高级人民法院通报拟

提交市第十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的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工作报

告 （征求意见稿）》， 听取委员意见建议。
市政协主席吴志明出席。

市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通报了

报告起草情况及主要内容。 委员们认为，

报告从依法履行审判职责、 保障经济社

会发展、 推进司法体制改革、 推动破解

执行难、 深化司法公开、 加强信息化建

设等方面， 全面客观地总结了全市法院

系统五年来的工作， 明年工作谋划目标

明确、 重点突出。
市政协副主席姜平、 高小玫、 方惠

萍、 张恩迪出席， 副主席徐逸波主持。

创新驱动发展政策成效显著
全球创新指数中国国际排名升至第 22 位

本报讯 （记者沈竹士） 由中国法院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 （上海） 基

地、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中国办事处举办

的 “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国际交流与争端

解决机制” 论坛昨天举行。
当前中国经济正处于动能转换、 结

构调整的重要时刻，创新成为经济发展的

重要动力，作为激励和保障创新的基本制

度，知识产权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重

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美国康奈尔大学

等机构今年 6 月联合发布 2017 年全球创

新指数报告， 中国的国际排名从去年的

25 位升至 22 位。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陶凯元、 世界

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王彬颖、 上海市

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崔亚东出席并致辞。

17 号线蟠龙路站， 水版印画与青花瓷设计体现浓浓中国风。 （市重点工程实事立功竞赛办公室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