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虹口文化策略，第一张主打底蕴牌
“海派文化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地、文化名人聚集地”

虹口是海派文化的发祥地， 先进文化

的策源地， 文化名人的聚集地———这是上

海市虹口区的文化特质精准定位。
2018年， 虹口区明确了文化强区建设

的主要目标和主要任务等27条内容。 随着

《全力打响 “上海文化” 品牌 加快建成国

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 （以下简称

《三年行动计划》） 的发布， 虹口文化强区

的策略也浮出水面： 底蕴， 是他们打出的

第一张牌。

在五星红旗设计稿诞生地，
打造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

无论四川北路曾在市民心中被定义为

怎样一条路，三年内，它都将被一个崭新名

字取代———四川北 路 红 色 文 化 生 态 示 范

区。铆准“示范区”，底气源自区域内丰饶的

红色文化资源。以四川北路为中轴，从南部

武进路到北部鲁迅公园， 涵盖两侧支马路

和旧里弄，近两平方公里的地方，藏着 57
处红色文化遗址旧址， 是上海红色文化地

标最密集的区域之一。
这 57 处红色文化遗址旧址包括：重大

事件发生地，如中共四大遗址、左联成立大

会会址纪念馆等 ；重要的活动场所 ，如中

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机关旧址、周恩来

在沪早期革命活动旧址等；名人故居与旧

居，如李白烈士故居、茅盾景云里旧居等；
纪念场馆， 比如中共四大纪念馆和鲁迅纪

念馆等。
虹口区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虹口的

红色文化保护相对完整， 但随着城市不断

发展，随着‘上海文化’品牌打响，现有旧址

遗址的工作基础上还可以系统发掘、 深挖

史料、做出影响力。 ”举个成功案例，去年 9
月， 借着五星红旗设计者曾联松诞辰 100
周年， 虹口区将中共四大纪念馆前广场正

式命名为“国旗广场”。现在，来此参加升旗

仪式的孩子们都知道了 ，1949 年夏天 ，五

星红旗的草图是从上海虹口寄往了北京。
去年底， 虹口区成立红色文化建设专

家委员会， 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徐建刚等人受聘。 专家们给虹口红色文化

提出的第一条建议就是“更大手笔，系统发

掘”。这一想法与本次《三年行动计划》不谋

而合。 明确的 12 项专项行动里，“开天辟

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传”首当其冲。而
为中共四大纪念馆充实内容、丰富展陈，打
造四川北路红色文化生态示范区，规划“山
阴路-四川路”红色旅游精品线路等，都将

持续做厚虹口的红色家底。

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之
地、在庇护过犹太难民的地方，
留住城市记忆

这些天， 多伦路文化名人街的雅集又

多了起来。先是世界读书日，“田汉《咖啡店

之一夜》 剧本朗读会” 让观者恍惚时光交

错，年轻人脚下这片地方，正是 80 多年前

左翼戏剧的诞生地； 紧接着，“多伦文艺沙

龙”在左联会址纪念馆内“开张”，在鲁迅演

讲的地方讲左联与左翼运动， 别有一番意

味；4 月 28 日这天， 朗读亭也来到多伦路

等候知己……这条 550 米长的小路， 凭保

护完好的老建筑引人驻足， 也凭名流往事

招徕同好。
事实上， 兼收并蓄的海派文化是虹口

的又一座富矿。
除了文化名人聚集的多伦路， 曾经庇

护过犹太难民的北外滩， 种类最完整的石

库门建筑， 迎来国家音乐产业基地入驻的

1933 音乐谷等，都是虹口辖区内对 “海派

文化”作出的丰富阐释。
以外白渡桥东侧的浦江饭店为例。 它

始创于 1846 年，原名礼查饭店，这里诞生

了中国第一盏电灯， 接通了中国第一部电

话， 它也见证了百多年来东西方文化的交

流交融。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爱因斯坦和卓

别林先后入住其间。 物理学家恰是在虹口

北外滩得知自己获得了 1921 年度诺贝尔

物理学奖的消息； 喜剧大师则是从扬子江

码头开始，踏上了他的上海之旅，并留下箴

言“时间是伟大的作者，它能写出未来的结

局”。
左联文学博物馆正在酝酿中， 首届鲁

迅文化周可能于今年下半年举行， 犹太难

民纪念馆的扩建工程也已提上了议事日

程———如今虹口区正大力推进的， 正是保

护、留存城市的珍贵记忆，好让一代代人聆

听时间低喃、历史倾诉。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本报首席记者 王 彦
记者 邢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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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将打造一批国内叫得响国际立得住的文化品牌
让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项更强，三年行动计划将改变上海市民文化生活

凡称得上“卓越的全球城市”的，必然

有叫得响的文化品牌，纽约、伦敦、巴黎概

莫能外。追求文化品质的卓越，上海也必须

打造一批可感知识别、有内涵价值，在国内

叫得响、在国际立得住的知名文化品牌。
与之呼应的是，在制定《全力打响“上

海文化”品牌 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

年行动计划》（简称《三年行动计划》）前，有
专家在调研时指出，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进入了新时代，上海文化兴市、文化强市

战略，也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打响“上海

文化” 品牌， 是新时代上海实现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必然要求；是建设卓

越的全球城市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

市的必然要求；也是传承城市文脉、弘扬城

市精神，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的必然要求。
纵览《三年行动计划》，努力建设卓越

的全球城市进程中，“上海文化” 将从五个

方面聚焦重点，让优势更优、特色更特、强

项更强。

“上海原创”的精品力作

在上海，一度有“做文化源头还是做文

化码头”之辩。 《三年行动计划》摆明立场：
做源头，也做码头。

文化源头需要 “上海原创” 的文化精

品。 尤其是要紧扣重大题材、 聚焦重大工

程，瞄准重大节点。
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未来几年将

陆续迎来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建党 100 周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浦东开发开放 30

周年等重大时间节点。在“五年百部精品创

作工程”“开天辟地———党的诞生地发掘宣

传工程”“创世神话文艺创作与文化传播工

程” 以及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

程”的有力推进中，上海围绕今后四年的重

要节点， 已经策划了七大类 33 部作品，包
括电视剧《大江大河》《大浦东》、电影《一个

政党的诞生》、纪录片《大上海》等。 与此同

时，实施好重大现实题材舞台剧“一团一精

品”工程，也被写入了《三年行动计划》。

“上海主场”的文化平台

为一场戏赴一座城， 这是伦敦西区或

者纽约百老汇时常发生的故事。 “上海文

化”能否吸引人打着“飞的”来赴约，这取决

于文化码头的集聚力、辐射力、竞争力。
有专家为如今上海的重大节庆会展和

赛事活动做过盘点，能称“亚洲一流”的不

少， 但具有全球标杆性和国际风向标作用

的仍缺。 《三年行动计划》把“品牌节展提

质”列在 12 项专项行动内，目的就是着力

提升“上海主场”的文化平台能级。
当“上海主场”概念被视为三年内的重

头戏，一份野心显现出来：上海要打造一批

立足长三角、辐射全中国、影响全世界的国

际知名文化活动品牌， 吸引全球的优秀文

化作品在上海首发、首演、首映、首展，让国

际文化产品和文化人才在上海一炮打响、
一举成名。 上海国际电影节的综合影响力

要进入国际 A 类电影节前三位；中国上海

国际艺术节要打造成亚太地区最专业的演

艺交易平台和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艺术节之

一； 中国国际数码互动娱乐展览会要打造

成世界第一大游戏展……

上海文创的领军地位

去年 12 月，上海发布了“文创 50 条”，
定下八大重点领域： 打造全球影视创制中

心、 亚洲演艺之都、 全球动漫游戏原创中

心、国际创意设计高地、网络文化创作传播

高地、国际重要艺术品交易中心，构建出版

产业新格局，完善文化装备产业链布局。
如今，《三年行动计划》 作为 “上海文

化” 品牌的三年纲领性文件， 将全面落实

“文创 50 条”也收录其中。 在专家看来，文
创产业是创新驱动发展、 经济转型升级的

重要途径， 也是综合文化实力的重要支撑

和标志。聚焦新型产业，这对于营造创新创

造的氛围， 提升上海文化的原创力、 影响

力，都可能产生莫大的助益。
值得注意的是，《三年行动计划》提出，

上海文创产业三年后的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生产总值 13%以上。 为了实现上海文创的

产业领军地位， 上海已将目标定到了三年

之外： 未来五年占比 15%左右，2030 年这

个数字为 18%。

城市精气神的独特魅力

城市精神与文化地标， 这本是两个不

同范畴的概念。 但在“上海城市精神弘扬”
专项行动里，两者被相提并论。 如此安排，
意味深长。

树立 “好家风好家训 ” 品牌 ， 推 进

“上海市民修身行动”， 弘扬雷锋精神和志

愿文化……一大波凸显城市精神的品牌行

动即将介入生活， 成为习惯。 可以畅想的

是， 未来， 当人们提及上海标识， “海纳

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的上海城市精神， 将会如那些精心建造的

文化地标一样，深入人心。
而这些新地标会建成什么样？ 看看这

段令人心动的表述———上海将以“10 年领

先、30 年不落伍、50 年成经典” 为目标，建
设好中国共产党诞生地纪念馆、 上海博物

馆东馆、上海图书馆东馆等新型文化地标。
要以外滩万国建筑博览群、 陆家嘴金融建

筑群和环人民广场文化建筑群、 后世博建

筑群等为重点， 描绘出让世人过目不忘的

上海城市天际线。

集聚名家的人才高峰

最后，但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在于人才。
此前的经验反复验证： 上海对文化人

才的持续集聚，已转化成了文化影响力。上
海京剧院引进尚长荣之后，诞生了《曹操与

杨修》；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引进陈薪伊后，
有了《商鞅》；谭盾在上海住下后，有了他与

张军合作的园林版《牡丹亭》……这些在国

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艺术家，慢慢集聚上海，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人才高峰渐渐彰显。

《三年行动计划》如此描绘上海的人才

图景———国际国内一流文化人才的汇聚之

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之地、价值实现之

地。吸引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文化高端人才，
着力实现人才配置最优化、 人才价值最大

化、国际人才本土化、本土人才国际化，并

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让高端文化人才感受

到上海这座城市的温度。
有了越来越多文化名家大家 扎 根 上

海，形成群星璀璨、交相辉映的局面，上海

的文化底蕴会越加厚实，“上海文化” 的金

字招牌会越加闪亮。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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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响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

三大品牌任务，三大品牌衍生 12 项专项

行动，12 项专项行动由 46 项抓手支撑，
46 项抓手细分为 150 项重点项目，四层

级体系的《三年行动计划》，如同一张轨

迹清晰的路线图。它从宏观出发，几乎能

抵达所有关乎文化发展的细枝末节，既

要擦亮一批老品牌， 也要设计打响一批

新品牌，二者并置、并重。
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

党校、市文明办、市委网信办、市文广影

视局、市新闻出版局、市档案局、市文物

局、社科院、市文联、市作协、市社联、16
个区、演艺单位、文化企业、文化场所、各
大高校、 各居村委……如同一份布置细

密的任务书，“接收人” 那栏， 信息量巨

大，甚至可说约等于 2400 万上海常住人

口。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三年行

动计划》透出一种站高望远的工作格局：
面向全球配置资源，面向全国吸引人才，
面向上海全社会人人参与、人人共享。

改革开放 40 年，当上海文化发展已

站到了一个较高起点， 许多工作不是拾

遗补缺，而是进入到了回应高质量发展、
创造高品质生活的内涵提升阶段。 尤其

在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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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 程

中， 对标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更高

需求、国际大都市的最高标准、兄弟省市

的先进水平， 上海文化建设者不断追问

自己，面向未来，拿什么参与竞争、彰显

优势。
从某种角度看，这份“集体签署”的

任务书， 也是上海文化发展再出发与补

短板的一套方法论。

在总目标引领下 ，行
动路线更清晰、更具象、更
注重市民参与度感受度

“上海文化”向来是这座城市的重要

基因，也是近年来提升城市吸引力、竞争

力、影响力和软实力的核心要素。再出发

时，《三年行动计划》多了哪些深意？
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胡劲军从四

个层面解读：“首先，打响‘上海文化’品

牌有了总体目标。第二，这是上海的文化

品牌第一次在全市范围内、 放在大局工

作下做出的顶层设计。第三，每一个具体

品牌都提出了自己的对照目标， 世界一

流怎么样，国内先进怎么样，未来三年我

怎么样。第四，这次品牌建设不是关起门

来自己做，不是自己做给自己看，更不是

自我循环自我表扬，而是要敞开门，大家

一起做，大家一起评，让每个市民都能参

与、都能获得。”在总目标的引领下，此轮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有着更清晰、
更具象、 更注重市民参与度和感受度的

行动路线。
比如打响红色文化品牌这一重点任

务里，始于 2016 年的“开天辟地———党

的诞生地发掘宣传工程”，此次标注了多

个全新子项目， 包括在中共一大会址纪

念馆旁筹建 “中国共产党诞生 地 纪 念

馆”，制定出台《上海市革命遗址保护开发利用条例》，梳理形成上

海红色历史资源目录和专题数据库，开发红色 App，鼓励围绕党的

重要历史设计红色游戏，深化“党的诞生地·一线一站”地铁文化长

廊建设等。 这些新项目在发掘保护、理论研究、深化传播、文艺创

作、社会宣传、革命教育、旅游线路等七大方面各自发力，最终凝结

起的将是一份共同守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家园的情感认同、 行为

自觉。

补上人才短板：“引、培、训”三管齐下

《三年行动计划》中，“新型”“精品”“高峰”等词不在少数，尤其

对于文创产业的表述，首次用到了“腾飞”二字。精心培育新型主流

媒体，着力打造海派文艺高峰，有效扩大节展国际影响，建设全球

影视创制中心，打造亚洲演艺之都，建设全球动漫游戏原创中心等

等，所有跨越式发展都在索求人才。
毫无疑问，人才是打响“上海文化”品牌最亟需的要素，甚至能

称短板。这便是为什么，“人才”被直接写进《三年行动计划》分目标

的阐述中———培育集聚 500 名具有国际国内影响力的高层次文化

人才，重点培养资助 1000 名优秀文化人才，培训 5 万名宣传文化

人才，使上海成为一流文化人才的汇聚之地、培养之地、事业发展

之地、价值实现之地。
人才短板如何补齐？ 胡劲军归纳了三条路径：“引、培、训。 ”引

进一部分，文教结合培育一部分，通过文艺院团、文化单位的在职

培训储备一部分。
引进人才未必“包办一生”，而是采取柔性使用原则，盘活一池

春水。“比起户口、房子等公共资源，许多大家名家真正需要的是上

海的服务和环境。那是一种能够激发他们不断创出大作品、精品力

作的评论环境、制度环境、观众环境、激励性环境。 ”4 月 23 日，陈
钢、刘诗昆、葛剑雄、周国平、郎朗等十位文化名家入驻浦东，他们

看重的， 便是自己能在学术文化研究和创作项目上得到怎样的平

台支撑。
培育人才将从文教结合走向文教融合的纵深处。 随着高层次

文化艺术人才工作室、紧缺文艺人才创新工作室、名师工作室等来

到高校，未来的新闻宣传人才、青年文艺人才，都有可能在校园里

就崭露头角。大二学生于任超就是文教结合的成功案例。在上海交

响乐团、上海音乐学院、纽约爱乐乐团合作创办的上海乐队学院求

学，无论是在大师身边排演还是登台献演，他的机会远多于传统教

学型的艺术院校。
而艺术人才的“在职培训”中，上海昆剧团的“学馆制”、上大温

哥华电影学院的一年制课程，都已被实践证明———所谓“京昆龙套

跑 10 年，电影场记混 8 年”的成才周期，可以在老艺术家的口传心

授、实景化的高强度教学中加快节奏，不负青春。
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不是“从 0 到 1”，而是行百里者半

九十。

上海芭蕾舞团赴欧洲巡演。 （上芭供图）

上海昆剧院《牡丹亭》演出照。 （本报资料照片）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上海美术作品展观众络绎不绝。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案例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