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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年，上海多条红色文化旅游线路刷屏
本报讯 （记者李婷）中共一大会址纪念

馆———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中共三大

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馆———中共四大纪

念馆……春节期间，上海的一条红色旅游线

路刷屏了。不少人自发组团，沿着这条线路，
走进石库门里弄的红墙黛瓦中，感受这座城

市的红色文化与红色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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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

始，上海新天地东南角，红色基调浸染的石

库门建筑前，参观者排起了长龙，队伍从兴

业路一直蜿蜒到了马当路。“这是出席中共

一大的13位代表，当时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

28岁。”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序厅的巨型

浮雕前，一位老太太正在给稚气未脱的孙子

轻声而详细地讲解着。老太太姓徐，是一位

与共和国同岁、 有着46年党龄的老党员。她
说，“孩子们现在的生活很好，但不知道这一

切是怎么来的。 带他们去几个红色场馆看

看，是最生动、直观的教育。”据了解，相比往

年春节，今年一大会址的参观人数同比高出

50%以上。
记者注意到， 在几个红色场馆的展厅

里，像这样大手牵小手的参观者很多。春节

期间，不少外地旅客也将“红色之旅”列为在

上海旅游的第一项日程。来自山东东营的王

同伟一家抵沪后，第二天一早便赶来中共二

大会址纪念馆参观。王同伟说，他们是奔着

全新基本陈列来的。展馆的布置令人眼前一

亮，尤其是展厅内高科技手段的运用，让他

们对党章有了更直观的了解。接下来，他们

还要前往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历史纪念

馆、中共四大纪念馆等场馆，追随党的足迹

一路参观下去。
“这是一条对革命火种薪火相传的朝圣

之路！”上海党史研究专家曹力奋说，该线路

上的四个红色文博场馆对了解、认识党在上

海的创建和早期发展历史是十分必要的：那
些是“初心之地”，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从无到

有、不断发展壮大的历程。
而稍加注意，便能发现：党史上的不少

重大事件都发生在具有上海特色的石库门

民居中。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树德里，
是一条典型的上海石库门弄堂，建成于1920
年夏秋之间，共有前后两排楼房。也是在这

样的联排式石库门旧式里弄里，中共二大顺

利召开， 制定了第一份党的民主革命纲领，
制定了第一部党章。还是在假三层的石库门

民居里，中共四大顺利召开，首次提出了无

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
“可以说，石库门里弄的红墙黛瓦里，孕

育了中国革命的火种和曙光，见证着共产党

人开天辟地的伟业。”曹力奋说，这与石库门

建筑的形制有关， 它们各自独立又互为关

联，身处闹市，却有高墙围隔，无论是在租界

还是在华界，客观上为党的活动提供了天然

屏障，有利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发动组织

群众。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徐建刚告

诉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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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得始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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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建刚说。

全市旅游景点游人如织
上海昨迎春节黄金周最佳天气

本报讯 （记者何易）今年春节假期， 上

海各旅游景点年味十足、游人如织。伴随着

晴好天气，昨天，豫园、迪士尼、朱家角等景

点均迎来大客流。上海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

游客8.68万人次；据不完全统计，外滩接待

游客50.54万人次、 南京路商业街接待游客

32.27万人次、 小陆家嘴接待游客63.81万人

次。截至昨天21时，豫园接待游客突破25.6
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在上海感受新春年味儿，豫园自然是不

容错过的地方。据悉，春节期间，每天有1400
多名包括民警、武警等的安保力量维护豫园

秩序。记者在现场看到，豫园八个出入口采

取“三进五出”管控措施。

昨天， 上海迪士尼乐园门票早已售罄，
入园游客瞬时达到6万人次以上， 国际旅游

度假区公安处立即启动大客流应对预案。现
场指挥的公安处治安大队副大队长王海峰

表示，警方会根据乐园客流变化，在重要时

间节点对重点区域开展叠加巡逻，现场还增

设“铁马”将客流分段、隔开，采用蛇形通道

将队伍拉长、拉窄，提高排队等待期间的舒

适度和安全度。
连日来，青浦区朱家角古镇旅游景区客

流量日均达5万人次。由于景区道路狭窄，警
方在景区内北大街，东、西井街等重要地段

实行限流、分流等措施，并在轨道交通17号

线朱家角站周边派驻警力开展巡逻防护。

申城各大公园昨迎入园大客流
市民游客纷纷走出家门，赏花踏春，享受春节特制“欢乐大餐”

本报讯 （记者李静）昨天是大年初二，
天气晴好，全天最高温在11℃至12℃，正是

游园好时光。 全市各大公园绿地迎来春节

长假以来首波入园高峰。 市民游客纷纷走

出家门，赏花踏春，享受各大公园早已备好

的春节“欢乐大餐”。
古典园林古猗园处处洋溢着浓浓年味

儿：花样剪纸、皮影戏、灯谜擂台赛、民俗节

目巡游、美食集锦、园内“寻宝”互动、送福

字送春联……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大量

市民游客。 园方组织灯谜专家和书法爱好

者，在现场与游客展开互动，还向参与者赠

送新年福礼，气氛热烈。园方还以“小笼”为
原型， 精心设计了12处景点， 讲述民俗故

事，深得游客喜爱。
上海植物园昨天迎来8000余人次游客

入园赏花休闲。 除在园内广泛布置迎春景

致外，园方还特别举办“凤食鸾栖”迎春花

展，用“颜值”颇高的180余种凤梨科植物为

市民营造一个红红火火的春节。 花展中有

“网红”植物空气凤梨，有叶色斑驳、花色艳

丽的帝王莺歌凤梨等珍稀品种， 也搭配有

色彩斑斓的各类年宵花卉， 用丰富的 “花
语”为市民游客增添节日乐趣。

亲子家庭假期出游， 动物园是最受欢

迎的去处之一。 昨天的上海野生动物园和

上海动物园均迎来大客流，分别有3.2万余

人次和2.8万余人次游客入园。上海野生动

物园开园便迎来大客流，一直持续至中午，
游客大多是全家出游。园内正在举办“旺旺

贺岁、百兽旺春”春节主题活动，入口处有

边境犬、格力犬、大象、金刚鹦鹉、羊驼、斑

马等 “动物明星 ”迎接 ；小动物乐园内 ，比

熊犬 、腊肠犬 、约克夏梗等十余种20多只

憨态可掬的“汪星人”嬉闹着，孩子和家长

们围着拍照、观看。另外，首对在沪出生的

大熊猫龙凤胎 “月月 ”和 “半半 ”也成为昨

天的 “人气王 ”，栏舍前始终聚满游客 ，两

个小家伙的一举一动都引得大家欢声笑

语不断。

“公正，是父亲教给我的人生准则”
生物化学家林其谁春节没有外出和聚会，在家静心为即将到来的“院士退休”做准备

春节这几天，中国科学院院士林其谁没有外

出。他正在为自己的退休做准备。
根据国家下发的文件，超过70岁的院士应办

理退休手续。“去年还有一些工作在收尾，没有来

得及办。”他告诉记者，定居国外的长子林振远已

回国探过亲， 这个春节没有什么外出聚会的安

排，就静下心来为退休做点准备。
院士退休，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但林其谁看

得很开。其实，他生性豁达，“公正”“胸怀大局”是

几乎所有与他共事过的人的一致评价。“人们总

是说，有些事情很难办啊 ！其实 ，只要不为自己

考虑过多，一切都好办了。”他淡然一笑说，这是

父亲在他生命中打下的最深刻的烙印。 他父亲

林兆耆是我国著名内科学家， 曾任中山医院院

长、上海第一医学院 （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 ）
一级教授。

“放养”之中言传身教

提起林兆耆的大名，在中国医学界可谓如雷

贯耳。1931年，他以第一届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
业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 （上海第一医学院前

身），1933年成为庚子赔款奖学金的第一批公费

赴英留学生，潜心研修热带病学、消化病学。1936
年林兆耆归国，即被母校聘为讲师，次年擢升为

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成为上海第一医学院

的16位一级教授之一。
林兆耆是我国消化病学奠基人之一，在林其

谁的记忆里，父亲总是很忙，对他和姐姐林其珊

一直就是“放养”。然而，每当林其谁夜半醒来，总
会看到父亲仍在灯下孜孜不倦地看书、备课。

父亲尽管很忙，但对儿女的爱和关心，却融

入了日常点滴的陪伴之中。林兆耆一直很鼓励孩

子们参加体育运动，所以林其谁十岁不到就会骑

自行车，游泳、轮滑、乒乓球也都很拿手。在岳阳

路320号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大院，
他一直到60多岁还轻松地骑着自行车穿梭往来

于楼宇之间。
林其谁记得， 父亲不仅带着他和姐姐学钢

琴，还在家里特地买了乒乓球桌，陪姐弟俩练球。

此外，林兆耆还特别注重他们的英语学习。大学

本科时， 林其谁在上海第一医学院学的是俄语，
但他感觉俄语对医学研究帮助不大，便在家里找

来父亲的英文医学藏书阅读。“可医学词典收录

的条目并未标注读音，有些词我不会念。于是就

求助父亲。”他说，父亲每天都会给他读一页，每

页读三遍。就这样坚持了几个月，直到林其谁可

以自己读懂这些原著。
这种自由、严谨又充满关爱的家庭氛围，在林

其谁性格中注入了平易近人、淡泊名利的清流。

为了国家利益做“最坏的人”
一直让林其谁记忆深刻的，是他毕业成绩优

秀、临床实习也受病人欢迎，却被分配到中国科

学院上海生物化学研究所。 茛 下转第二版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豫园作为市民游客春节必去的经典景点，昨接待游客突破25.6万人次，创历史新高。 本报记者 陈龙摄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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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超大的电子监控屏， 将130平

方米空间的角角落落展露得真真切切；
三个形同无影灯的大罩灯下，大红漆案

上平铺着一幅待修的清代《百鹿图》；西
墙上，是慈禧太后御笔《岁岁平安》朱砂

拓片，北墙上是正在修复的一幅《福禄

图》……几位戴口罩的修复师正在小心

翼翼地侍弄着……
通过一圈儿玻璃墙和电子监控屏，

文物修复的这一幕被大厅外的观众看

得一清二楚。这个特设在陕西历史博物

馆观众服务区的 “文物保护 修 复 展 示

室 ”，大年初一起向观众正式开放 ，观

众不仅可以看到文物修复过 程 ，还 能

与里面的修复师互动交流 。类 似 这 样

的 向 普 通 观 众 开 放 的 文 物 修 复 展 示

室在全国尚属首创 。据了解，大年初一

当天就接待了近一万人次。

大年初一《岁岁平安》露真容

记者有幸走进这个修复展示室探

秘。进去前必须通过一间电梯大小的“智
能液晶风淋室”进行“风淋”，类似于消毒

处理。风淋时，高压强风从地面吹起，人
的身体要转动360度，头发也被撩起。

该馆文物修复科科长卢轩告诉记

者，准备常年开放的这个文保修复展示

室，是个微缩版，很多功能作了压缩调

整。悬在头顶的三盏大灯罩是一个抽风

通风装置，室内气体经过它被抽到西南

角的“洁净机房”内进行净化处理。
北面的大墙是一个裱画墙，进行修

复保护处理的字画要在这个墙上作绷

平处理； 西面墙是展示书画作品病害

状况和固定已修好书画的， 画上的病

害部位会在病害图上一一标识出来。
“我们将这个开放修复室暂时定名

为‘文物修复季’特展。在接下来的一个

个‘修复季’中，我们将向观众展示不同

类别、不同材质文物的修复过程，揭开

文物修复的神秘面纱。” 该馆文物保管

部部长梁彦民说。 第一季首先推出的

是 “赏延素心 ”，展示纸质文物 修 复 的

全过程。在保证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馆

方还将尝试让观众进入修复室直接感

受文物修复。
卢轩告诉记者，“文物修复季”特展全年向观众开放，每天

会有三四个修复师在这里。大年初一首先开放的是以书画为主

题的展览展示，展期70天。第二季准备推出古代木漆家具，后面

还将展示一些高科技手段， 如三维 、3D打印在文物修复中的

应用等，还会把景泰蓝、盆景等文物放进去边修复边展示。
据了解，陕西历史博物馆为国家文物局评定的22家文物保

护优质服务单位之一，拥有文物修复人员50名，修复室、实验室

面积超过1500平方米，完成了大量修复任务。茛 下转第二版

修复人员正在展开一幅待修复保护的清代《百鹿图》。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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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安会聚焦欧盟危机
自顾不暇

江南水乡，
“祝福”声中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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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新消费快速发展
离不开配送员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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