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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拥有84处红色文化遗址遗迹，被

誉为“海派文化重要发祥地、先进文化策源

地、文化名人聚集地”。虹口历届区委、区政

府高度重视“文化三地”工作，“文化三地”品

牌建设已有“四梁八柱”雏形。

以争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区为目

标，虹口区发布新一轮“文化三地”建设三年

行动方案——《关于加快虹口区“文化三地”

建设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方案（2024—2026

年）》，更好担负新的文化使命，坚定文化自

信，守好文化阵地。

“站在新时代新征程新起点，虹口要打造

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展示窗口，就必须在建设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上走在

前列，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具有特殊重要

的意义。”虹口区委书记李谦表示，“文化三

地”是虹口不可复制的珍贵资源，也是一份属

于虹口人的荣誉与坚守。虹口区将坚持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贯彻落

实全国和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赓续“文化三地”基因，打响虹口文化品牌，为

勇担时代使命、打造中国式现代化重要展示

窗口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和有

利文化条件。

绘制蓝图，凝心铸魂指明方向

上海是文化建设的高地、是展示中华文

明的重要窗口。五年前，虹口区在全市率先

制定《关于加强红色文化建设的意见》，以思

想引领来凝心铸魂，“让有信仰的人讲信

仰”。五年间，虹口区建成投用全市首个文

化人才公寓，全域“大思政课”成为全市示

范，“鲁迅文化周”吸引超百万人参与，犹太

难民纪念馆赴美办展影响广泛，北外滩友邦

大剧院、胜利电影院、雷士德工学院等文化

新地标竞相绽放……“文化三地”建设取得

阶段性成果，城区软实力逐步提升、正能量

持续充盈。

紧紧围绕争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

区这个总体目标，根据虹口文化发展的新形

势、新要求、新目标，虹口区研究制定新一轮

“文化三地”建设三年行动方案，共推出36项

主要任务和49个具体项目。包括推进历史

文脉保护工程、推进红色文化传承工程、推进

海派文化创新工程、推进名人文化集聚工程

等。既总结“文化三地”现有品牌优势和先进

经验，找准前期建设薄弱板块，更通过对标最

高标准、最好水平，为未来三年“文化三地”的

蓝图绘制指明了方向。

把握好“文化三地”人民性、国际性、民族

性、时代性、融合性特质，虹口区“文化三地”

建设将坚持传承发展、协调发展、创新发展、

融合发展原则，实现文化建设思想引领更凸

显，历史文化保护更系统，文化品牌效应更突

出，文旅融合发展更生动，文化主体参与更多

元，文化虹口IP标识度更明晰的目标。

思想引领，传承传扬红色文脉

虹口区拥有中共四大纪念馆、中国左翼

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李白烈士故

居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红色场址；鲁迅、茅盾、

沈尹默等文化名人曾在此居住。争创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区，虹口区有着深厚的思

想根基、精神根基和历史根基。

“既要让丰厚的文化资源提升价值，更要

让文化软实力赋能高质量发展，真正让‘文化三

地’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上海文化品牌。”虹

口区坚持把思想建设贯穿始终，大力弘扬伟大

建党精神，推进先进文化和价值引领，着力建设

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

态。全区上下将自觉承担起用党的创新理论武

装全党、教育人民这个首要政治任务，更好肩负

起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这一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擦亮“文化三

地”名片，切实推动信仰信念坚如磐石、舆论引

导话语响亮、文化发展生机勃勃。

推动虹口文化发展，首先要赓续血脉基因、

筑牢民族根魂。虹口区将提升红色场址以及革

命先辈的影响力和感召力，推进先进文化的传

承保护、价值引领、当代表达，让红色永远成为

虹口文化的主色调，让“文化三地”成为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核心承载。虹口区将出

台《历史文脉保护开发管理办法》。通过统筹推

动各部门、各街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和活化利

用，守护好城区历史文脉，做好虹口“三地”文化

遗产的系统性保护，在城市更新中把保护传承、

活化利用的文章做深做透，深入推进历史建筑、

风貌街区、革命遗址的规划策划。通过对四川

北路沿线、提篮桥风貌保护区等历史街区的开

发，推动海派里弄多元展示、大家名人集中展

陈、犹太文化空间展览，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

新，推进虹口历史风貌整体开发，让历史文化

“活起来”、更“火起来”。

思想就是力量，旗帜决定方向。虹口区将

持续优化大思政精品线路和全域大思政课场

景，深化思政育人。持续推进青少年人文护照、

“五星红旗进万家”等特色活动，开展渐进式全

年级段思政教育。用活虹口先进文化资源，挖

掘身边场景，深化打造嘉兴低碳之旅、广中同心

之路等优秀示范场景。统筹好虹口各类宣教阵

地、宣讲资源，整合现有“虹讲堂”“区委讲师团”

“市民巡讲团”等特色力量，面向不同群体推出

个性化宣讲产品，让理论宣传接地气、有生气、

见实效。深入实施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发掘

和培育更多典型宣讲团队和领衔人，尤其是吸

引更多年轻人参与宣讲工作，做好90后宣讲团

等年轻化团队建设，开展红色传讲人培育、微宣

讲大赛等活动。

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作品，虹口区不缺载

体和故事，将通过大力打造精品力作，促进“文

化三地”标识感更强。通过市区合作试点建立

全市首个文化人才公寓，引入集聚一批具有影

响力和国际视野的高端文艺创作人才、文化艺

术名家、文化产业领军人才和国际文化交流人

才，促进文化人才与城区发展双向奔赴，提升基

层文化服务能级和内容供给，让更多文化新人

从这里走出。依托虹口区作家协会，放大虹口

音乐创作基地、全国小戏小品创作基地优势，与

市专业院团携手，让虹口原创精品更具显示度。

创新融合，塑造文化经济优势

当前，虹口区正加紧推进上海文学馆项目，

规划建设新海派文化中心、北外滩国际艺术集

聚区等，塑造文化经济的未来优势。

“守红色文化之‘正’，创先进文化、海派文

化、名人文化融合发展之‘新’。”李谦表示，牢记

文化使命，坚持不懈深化“文化三地”建设，必须

更加突出开放包容。要从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

明的高度，在各种文化交汇融合中进一步壮大

主流文化，推动新时代海派文化繁荣发展。

虹口区将深入实施“文化+”战略，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加强文创产业发展的整体性、协

同性。一方面，促进城区发展与文化发展相结

合，依托城市更新，提升多伦路等老街区文化

功能，推动文化新地标不断涌现。另一方面，

促进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融合，建好北外滩

国家旅游度假区、音乐谷和数字出版基地，发

挥上海创新创意设计研究院和首个文化人才

公寓等项目载体的平台效应，把全球优秀作

品、领军企业、一流人才引进来，加快商旅文体

联动，激发文创消费需求，一体推进文旅、设

计、演艺等产业繁荣发展。同时，要促进品牌

塑造与氛围营造相协同，接续办好鲁迅文化

周、上海网络文学周、天马网络文学奖，打造和

平阅读公园、河滨会客厅等公共文化新空间，

建设好“北外滩艺术岸线”“四川北路演艺新联

盟”和“环鲁迅公园艺文群落”，增强人民群众

的文化获得感。整体推进区文创产业全面发

展，并推动文创园区向文创街区、社区转型，推

动形成完整文创产业链。

特别是要把握新一轮产业发展特点和消费

升级特点，重点打造创意设计、演艺、AI（人工智

能）、数字音乐等新业态新产业，推动扩大文旅

消费路径，释放文化生产力。例如，以上海文学

馆、海派文化中心建设为契机，集中打造文学

IP，推动形成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高地和国际文

学交流中心；以今潮8弄和北外滩友邦大剧院

建成亮相为契机，推进以四川北路为主轴的剧

场群和演艺集聚区建设；围绕虹口足球场大型

活动的举办，依托周边“鲁迅小道”、甜爱路、多

伦路等在地文化资源，持续提升文化演出和体

育赛事影响力，激发片区经济活力；以虹口世界

音乐季、屋顶音乐会、“全城爱乐，联接世界”等

活动为载体，推动各类优质演艺项目落地；积极

引进以数字、文化为特色的品质项目，不断提升

文旅体验和经济效能；推动实景式演绎空间打

造，推进文商旅体深度融合。

虹口区将以创建全国首个都市创新型国家

旅游度假示范区为目标，加快酒店业功能提升

和旅游要素指标增长；做好上海旅游节开幕式

和虹口欢乐节，积极推出城市微旅行和精品旅

游线路，打造可阅读、可漫步、有温度的都

市度假标杆。同时，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在对虹口经济服务的工

作深度和穿透力上下功

夫。抓住北外滩重大

工程、招商引资等

重要节点，借

助文旅、商

业等活动热点，助力北外滩经济发展形成集聚

效应。

文明互鉴，不断增强全球叙
事能力

虹口是中国“睁眼看世界”的启航之地，历

来是国际文化交流的“大码头”，是中外文明交

汇的重要门户。去年，犹太难民纪念馆赴美国

纽约举办“曾经的家园”主题展，结合犹太难民

昔日家园成为上海“世界会客厅”的现实，把展

览重点放在犹太难民在上海自强不息的生活与

两大民族互助友爱的故事上，传播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反响热烈，助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

的中国形象。

虹口区将以展形象为核心，增强全球叙事

能力。特别是结合国际环境，以新的时代内涵

和表达形式，讲好有关鲁迅、犹太人在上海的外

宣故事，讲好正在经历的新时代故事，传播好虹

口正在发展的生动图景，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

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同时，将聚焦北外滩发展重点，放眼世界，

建设好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华文化的舞台，让虹

口文化因交流而多彩、因共享而精彩。持续打

造“鲁迅小道”“鲁迅文化周”等名人活动，开发

与鲁迅相关文旅线路和周边产品，让鲁迅文化

在虹口可感知、可体验。发挥好鲁迅、茅盾、沈

尹默等文化名人在虹口的集聚效应，挖掘名人

故事、用好名人资源，推动“景云里名人故居群”

的修缮保护和开放利用，扩大“文化名人聚集

地”的品牌效应。放大犹太难民纪念馆和“精武

文化”两个品牌效应，加快研究推进美犹联合分

配委员会旧址、东山影剧院等历史文化资源活

化利用，促进文化互融、民心相通。

持续打造北外滩财富与文化论坛、上海国

际文学周、世界城市文化论坛等重磅平台交流

作用。在嘉兴路街道和曲阳路街道试点推进国

际文化社区建设，通过“小而精”的活动拓展基

层国际交流“朋友圈”。

此外，加大公共文化供给，为社会各界参与

文化建设提供环境和动能。研究立项“虹口文

化艺术中心”，完成“和平书院”等多个区级公共

文化设施建成开放，推动北外滩等一批社区文

化中心建成和功能重塑。

争创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虹口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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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口区建成投

用全市首个文化人

才公寓，促进文化

人才与城区发展双

向奔赴。

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英文原版音乐剧《剧院魅影续作：真爱永恒》复排版全球首演登陆北外滩友邦大剧

院。 （虹口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