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闻 综合

申城今明各有一场中到大雨
本报讯 （见习记者张天弛） “隐

身 ” 了 5 天的梅雨 ， 今天将重新 “上
线”。 根据天气预报， 今明两天各有一
场中到大雨强势回归申城。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的数据，

本周工作日一直缺席的梅雨带今天起将
在长江中下游一带重新建立 ， 受其影
响， 今明两天上海将一直处于阴有阵雨
或雷雨的天气之中， 且降水较为明显，

预计各有一次中到大雨过程， 并可能伴
有雷电和短时强降水。

而在雨水打压下，前几天频繁飙升接
近高温线的气温也“冷静”下来，最高气温

重回梅雨季常见的“2”字头。 根据预测，

今明两天本市最低气温都在23℃至24℃

之间，最高气温则在26℃至27℃之间。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接下来一
周，申城都将沉浸在阴雨霏霏之中。根据
中央气象台发布的预报，今起至7月1日，

我国南方许多地区都将出现入汛以来最
强一场降雨过程。 而上海正处于这次雨
带的北缘，随着雨带南北摆动，也将频现
降水。不过，由于处在雨带相对较冷的空
气团一侧， 未来一周本市气温总体都不
会太高， 最低气温保持在23℃至25℃之
间，最高气温则在28℃至29℃。

史诗般重现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26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将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
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浓缩定格，本报记者探访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

本报北京 6 月 25 日专电 （驻京记
者李扬） 马克思 《布鲁塞尔笔记》 第四
笔记本手稿、 陈望道翻译的中文版 《共
产党宣言》、 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党
的七大投票箱、 毛泽东在开国大典上穿
戴的衣帽、 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使用
过的武器、 周恩来手书的人民英雄纪念
碑碑文、 邓小平亲拟 《解放思想， 实事
求是， 团结一致向前看》 讲话提纲……

6 月 18 日 ，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馆正式开馆， 首展 “‘不忘初心、 牢记
使命 ’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 ” 同时开
幕。 一件件珍贵的文物实物、 一页页翔
实的档案资料、 一幅幅生动的图片， 全
方位、 全过程、 全景式、 史诗般地重现
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程， 串联
起百年大党的光辉足迹， 镌刻下革命精
神的鲜明标识。

浓缩定格百年光辉历史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的首展为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国共产党历
史展览”， 精心设计了 “建立中国共产
党 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伟大胜利 ”

“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行社会主义革
命和建设” “实行改革开放 开创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推进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 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 4 个部分 。 2600 余幅图片 、

3500 多件套文物实物 ， 将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的不懈奋斗史、 不怕牺牲史、

理论探索史、 为民造福史、 自身建设
史浓缩定格。

展览共展出国家一级文物 420 多
件 。 记者看到了其中一件编号为

0001 的特殊文物———中国共产党创
始人之一李大钊就义的绞刑架。 1927

年， 奉系军阀张作霖不顾社会舆论的
反对， 下令将李大钊等 20 名革命者
秘密押至北京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刑
场， 施以绞刑。 几经辗转， 这个承载
着中国共产党人不怕牺牲的革命斗争
精神的绞刑架， 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文
物部门接管的首件革命文物， 被编为

0001 号。

中共七大的投票箱吸引着参观者
的视线。 投票箱整体采用大红底色配
以黄色图案， 正面以具有陕北地域特
色的谷穗为环状底， 饰以党徽、 五角
星及两面红旗。

展览馆中， 开国大典上升起的第
一面五星红旗依然鲜红， 和五星红旗
一同展出的还有毛泽东出席开国大典
时穿过的衣服、 典礼上使用话筒、 中
央人民政府木牌等。 伴随着开国大典
珍贵影像的播放 ， 观众如同穿越时
空， 回到开国大典那一天， 感受当时
的欣喜和激动。

展品中， 几张看似普通的白纸上
记录了邓小平拟写的讲话提纲， 上面
第一句话便是 “解放思想”。 1978 年

12 月 ， 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
会上作了 《解放思想， 实事求是， 团
结一致向前看》 的总结讲话， 开启了
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

以1 ∶50 比例还原的湖南省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十八洞村模型 ， 被
屏幕营造的青山绿水所环绕。 模型中，

村庄木楼相依 ， 安静祥和 。 在这里 ，

中国脱贫攻坚的航船进入 “精准扶贫”

新时代。

展览中还展示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批示、 信件、 讲话稿 50 余件， 突
出反映习近平总书记对治党治国治军
作出的系列重要决策和部署 。 此外 ，

展品中还有嫦娥五号携带的国旗 、 采
集的月壤 ， 奋斗者号深海采集的样品
等体现当今中国建设发展成就的实物

与模型。

展馆专门设立主题邮局， 并用了特
殊邮编 “100100”。 既表示党史展览馆
落成于建党 100 周年之际， 又寓意中国
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向着 “两个一百
年” 奋斗目标勇往直前。

“工”字形建筑寓意中
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
的先锋队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坐落在北
京市朝阳区北辰东路与大屯北路交会
处 ， 奥林匹克公园龙形水系旁 ， 与古
都北京壮美的中轴线遥相呼应， 总建筑
面积 14.7 万平方米 ， 共十层 ， 高大雄
伟、 气势恢宏， 成为首都北京又一座红
色地标。

展览馆于 2021 年 5 月 5 日竣工落
成。 在近 1000 天的建设过程中， 先后
有 200 多家单位、 近 5 万人直接参与这
项工程。

西侧广场上， 五大主题雕塑雄伟矗
立， 震撼人心。 大型党旗雕塑 《旗帜》

气势如虹。 雕塑基座高 1 米， 旗帜部分
长 21 米、 高 7.1 米， 象征 1921 年 7 月

1 日， 反映出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
力量。 《信仰》 《伟业》 《攻坚》 《追
梦 》 四组大型雕塑分别对应 “四个伟
大” 主题， 276 个人物与 583 块汉白玉
融为一体， 人势与山势相依， 庄重、 巍
然， 讲述着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为人民
谋幸福、 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

从空中俯瞰这座大气恢弘的展馆，

整体呈现 “工” 字形， 寓意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是中国
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展览馆采用
传统的柱廊式结构， 东西两面共 28 根
圆柱， 象征我们党经过 28 年浴血奋战
建立新中国。

上世纪 50 年代， 美术名家常沙娜
参与了人民大会堂、 民族文化宫等经典
建筑设计。 60 多年后 ， 耄耋之年的常
沙娜再次 “出山”， 亲自带领团队设计
了展馆外立面的柱头、 柱础、 额枋、 花
格墙以及铜门、 馆徽方案。

据介绍， 广场上的大型主题雕塑由
数百块石材拼接而成， 人物脸部等各方
面细节都不能有明显纹理瑕疵。 为了达
到最佳整体效果， 每块石材都历经千挑
万选， 光是粘合胶剂就进行了约 500 小
时的科学检测。

党史展览馆陈列着历史， 自身却是
现代科技的结晶。 馆内有完善的公共设
施和无障碍设施， 充分运用绿色低碳等
新技术。 工程总承包方北京城建集团为
党史展览馆申请了 56 项专利， 其中发
明专利 21 项。

在展厅出口处的观众留言簿上， 一
位退休老人留言写道： “为我们的祖国
自豪。 我们将永远跟党走， 迈向更加幸
福美好的明天 ”； 一位青海观众留言 ：

“丰功伟绩如昆仑山高， 殊恩厚渥似黄
河水长”； 在 “祝伟大的祖国更加繁荣
昌盛，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再创辉煌” 的
留言之下是十几位观众的联合签名， 共
同表达自己的心声。

目前，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中
国共产党历史展览正在进行专场开放，

预计 7 月 1 日之后， 适时向公众开放。

首部《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诞生地向公众开放
又新印刷所旧址展出100个版本《宣言》真品，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同日开放

复兴中路、 黄陂南路路口东南角，

两处红色革命旧址———又新印刷所旧
址、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 经过近一
年的抢险平移、 匠心修缮、 精心展陈，

昨天正式向公众开放。 如今， 这两处红
色革命旧址直线距离数十米， 连同位于
街角处的黄浦区党建服务中心， 共同形
成了一处集中性、 场景化、 体验式的红
色文化与党建服务集成的全新场域。 这
里临近中共一大纪念馆， 并串联于全市
红色经典步道， 为广大党员群众提供了
又一处党史学习教育场所， 丰富了传播
红色文化传扬红色精神的载体。

据介绍， 这两处旧址都属于文物保
护建筑， 面积都不大， 加起来只有 300

多平方米， 但其历史人文价值却意义
深远。 深入推进上海 “党的诞生地”

发掘宣传工程专项行动中， 黄浦区委
宣传部牵头启动了这两处旧址的修缮
保护工作， 并完成布展。 馆内运用图
文展板、 实物陈列、 场景复原、 多维
视听、 艺术创作、 互动体验等多样化
布展手段， 立体化呈现了红色故事及
其蕴含的丰富精神内涵。

多维度感受真理的味道

又新印刷所旧址曾位于复兴中路

221 弄 （原辣斐德路成裕里） 12 号，

是一幢砖木结构的旧式里弄建筑。 这
里是首部 《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
诞生地 。 1920 年 7 月 ， 陈独秀在此

建立了一个小型印刷所， 取名又新印刷
所， 寓意 “日日新， 又日新 ”。 同年 8

月， 又新印刷所承印 《共产党宣言》 中
文全译本初版 1000 册 ， 9 月 ， 再印

1000 册 ， 后续还承印了 《共产党 》

《新青年》 等进步刊物和各种小册子和
传单。

走进这栋建造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
石库门建筑，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天井东
西两侧墙面上一组名为 “对望” 的艺术
装置 。 《共产党宣言 》 原著作者马克
思、 恩格斯的画像， 与首部中文全译本
翻译者陈望道的画像彼此对望 ， 原著
与中文译本也交相辉映， 寓意着马克思
主义来到中国， 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传
遍神州， 为中国寻找到了一条救国兴国
之路。

展厅正中， 陈列了一部 20 世纪 20

年代手扳式印刷机复制品， 在两侧展出
了 100 本不同语种 、 不同年代版本的
《共产党宣言》 真品 （由苏州市蔡琨先
生无偿提供展陈使用）。 参观者可以通
过智能屏互动、 原文摹写、 音频收听、

多语种朗读等项目， 多维度感受真理的
味道。

还原党校教室和宿舍，更
好地理解“重视思想建党”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曾位于复兴
中路 239 弄 （原辣斐德路冠华里 ） 4

号 ， 砖木结构旧式里弄建筑 。 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2 月， 这里曾作为中共

上海区委党校办学点， 是中国共产党最
早的党校之一， 周恩来、 瞿秋白、 王若
飞、 罗亦农、 赵世炎等曾来校授课。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
习型政党，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虽然诞生
在大革命时期复杂严峻的政治环境下，

但在干部人才培养、 党内理论教育和干
部能力培训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走进这幢三层砖木结构旧式里弄建
筑， 展陈的主要内容共有三个部分， 分
别是中共党校的起源、 上海区委党校以
及记忆中的党校。 旧址二楼还原了党校
的教室 、 教师办公室和学员宿舍等场
景， 教室可供党课教学使用。 为了让参
观者更深入了解黄浦红色资源、 红色文
化， 一楼的 “阅读红色黄浦” 临展也同
步与参观者见面。

“华容道”平移内墙变外
墙，“最小干预”让旧址焕新

在整个修缮过程中， 因为这两幢建
筑均由石库门连排建筑中 “单列 ” 而
出， 原来的内墙要化为外墙， 更需要加
固保护。 整个平移共进行了六次， 创新
采用了瑞华坊两幢建筑让位的 “华容
道” 平移， 在上海同行业开创了 “两个
第一” ———同一天同一地块同时平移两
幢文保建筑； 在同一地块内采用液压顶
移加平板车相结合的方式实施作业。

修缮过程中， 充分尊重建筑的历史
原状， 慎重对待文物历史缺失和历史增
建 。 比如 ， 对屋面瓦片进行拆落地清
洗； 对原木屋架中的屋面板、 木檩条等
已经腐烂、 开裂的进行更换； 对屋面原
有旧天沟、 雨水管、 落水管全部拆除，

按原样仿制； 按照原有样式重做所有瓦
楞出线及屋脊线。

经过平移修缮， 两幢老建筑的结构
安全性大大增强， 历史风貌得以重现，

成为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闪亮的新成
员， 焕发出全新的神采。

ｗww．whb．ｃｎ

２０21 年 6 月 26 日 星期六4 责任编辑/曹利华

展览内容翔实， 展出了丰富的图片和实物。 本报记者 李扬摄

轨道交通14号线实现全线轨道贯通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 轨道

交通 14 号线静安寺车站的上行线处最
后一对 25 米钢轨顺利焊接连通， 标志
着 14 号线全线轨道顺利贯通， 为下一
步全线电通及开通初期运营奠定基础。

14 号线西起嘉定封浜 、 东至浦东
金桥 ， 贯穿上海中心城区 ， 途经嘉定
区、 普陀区、 静安区、 黄浦区和浦东新
区 ， 正线全长约 38.5 公里 ， 是一条 8

节编组线路， 共设地下车站 31 座， 其
中有 13 座位于内环以内， 约占总数的

40%， 可与轨道交通网络中其他 13 条

轨道交通线路换乘。 其中， 浦东段有 6

站 6 区间与东西通道工程合体共建。

目前， 由于龙居路站部分出入口及
风井的建设受前期动迁腾地影响， 暂不
具备施工条件 ， 14 号线开通初期运营
后， 将仅满足列车过站运营功能， 车站
本体暂无法开通。 待后续风井、 出入口
腾地工作完成后， 将全力组织施工， 尽
早将该站建成并对外开放， 服务周边居
民出行。

右图： 轨交14号线最后一对25米钢

轨顺利焊接连通。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本报记者 顾一琼

电影《1921》点映刷屏！
理想信念“点燃”年轻观众

（上接第一版 ） 上海师范大学教授 、

城市史研究专家苏智良说： “革命绝
不是轻轻松松 、 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 近年来的研究表明， 越是面对困
难阻碍， 党的生长发育越顽强。”

第三重难题也是 《1921》 的拓
新 ， 在于美学 。 上海大学教授张斌
盛赞 ， 影片满足了观众对建党起点
的历史和审美期待 ， “类型化思维
和主旋律题材的融合 ， 能让观众在
厘清建党对国家民族重要性的同时，

与影片中的人物产生情感和价值观
上的交流”。

拆解了历史逻辑 、 信仰逻辑 、

美学逻辑三道难题， 《1921》 的叙事
使命已达成———在宏阔历史中映照
初心。

以细节和质感为理想
“抛光”，主旋律拥抱知己

从一开始， 主创团队就很清楚，

《1921》 不仅要 “完成叙事 ”， 更要
“完成对话”： 让今天的观众触摸到百
年前的历史温度， 让先辈眼中的星火
能够闪耀在今天人们的心头。 因此，

普通观众怎样看 《1921》， 吸引着各
方关注目光。

首日点映开启后， 网友自发在各
个平台晒票根， 发表观后感。 毛泽东
在上海繁华街头奔跑， 李达与王会悟
夫妇天台对话， 工人大罢工等场景荣
膺观众心目中的 “名场面”。 毛泽东
把 “为理想奋斗、 为真理献身” 的信
念说与杨开慧听； 李达回忆 “偌大一
个中国， 我们连自己的火种都没有”；

毛泽东 、 李达 、 王会悟三人 ， 为了

“男女平等 ”， 为 “新公司要开张 ”，

为 “早日开启全国之民智 ” ， 更为
“早日结束中国之苦难” 而举杯尽饮
等台词， 则是网友热乎乎的反馈中最
多回忆的金句。

不断累加的观后感， 交叠出了这
样的观众心声———《1921》 是起点 ，

也是燃点。 说它是起点， 因为影片回
溯了伟大征程的起点。 借毛泽东的台
词， “因为我们的起点一样， 誓死推
翻旧世界 。 还因为我们的理想也一
样， 盼望着建立新中国， 大家想要的
人民作主的新中国！” 先辈们暗夜寻
路 ， 在黎明破晓前的黑暗中探求真
理、 摸索方向， 从而带领中国人民醒

过来 、 站起来 ， 开创未来的新天 。 而
这， 正是今日繁荣富强之中国的开端。

说它是燃点 ， 因为这个开端是在旧中
国风雨飘摇、 百废待兴下的星火燎原，

是影片中所说 “为理想奋斗 、 为真理
献身 ， 即便一无所获也值得 ” 的矢志
不渝。

理想的高光、 高燃时刻之外， 不少
观众还留心到了细部质感。 影片中， 年
轻人阅读马克思主义文献时求知若渴的
神情 ， 谈及革命理想时神采飞扬的面
庞， 印刷前把 “百姓” 替换成 “人民”

的决心……构成了观众心头 1921 年那
群共产党人最生动的模样。

有位网友写得动人 ： “宏阔的历
史中 ， 既有大江大河 ， 也有暗流涌
动 ， 它们共同汇就了那个时代的景
深 。 就是在具有历史质感和丰富细节
的故事里 ， 我为那一群有理想的年轻
人感慨万千 。 他们一点点探索自己的
路， 不知未来却坚信未来。” 能拥有这
样的知己， 《1921》 正在实现它的时代
价值。

更好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上接第一版）

龚正指出， 要把从百年党史中汲取的
强大精神力量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
动、 实际成效， 推动各项工作不断迈上新
台阶 。 要进一步锻造共产党人的优秀品
格 ， 着力提高政治判断力 、 政治领悟力 、

政治执行力， 深入改进工作作风， 始终做

到无怨无悔， 自觉加强廉洁自律， 永葆共
产党人的本色。 要进一步增强干事创业的
本领， 着力提升科学思维、 群众工作水平
和调研能力。 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效能， 强
化负责精神， 增强时效观念， 科学调配资
源， 创新方式方法， 用实际行动诠释责任
和担当。

严厉打击整治涉毒违法犯罪
（上接第一版）

于绍良指出， 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禁毒工作重要批示指示精神 ，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切实把毒
品治理作为市域社会治理、 平安建设的重
要内容 ， 强化责任担当 ， 拿出有力举措 ，

形成工作合力， 不断夺取新时代禁毒人民
战争新胜利。 要始终坚持对毒品问题 “零
容忍” 态度， 紧盯毒品犯罪发展态势， 聚

焦重点环节， 加大禁毒信息化智能化应用
力度， 严厉打击整治各类涉毒违法犯罪行
为。 要着眼基层一线实战， 充分利用现代
科技手段， 全要素监管涉毒物品。 要进一
步压实戒毒人员管控工作责任， 规范落实
戒毒帮扶措施， 深化 “平安关爱” 专项行
动。 要深入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提高毒品
预防教育的普及度、 针对性， 在全社会形
成自觉远离、 坚决抵制毒品的浓厚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