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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
——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主题文艺活动

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是习近平总

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

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

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充分展示

上海文艺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按照《中宣部、文旅部、中

国文联“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文艺巡礼活动工作安

排》和《上海市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行动方案》

工作部署，将组织开展“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上

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活动，推出一批

优秀文艺作品、组织安排一系列主题文艺活动，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营造浓厚氛围。

一是以理论研讨活动推动文艺创作。召开习近平总

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理论研讨会，邀请本市老中青艺术

家代表、曾出席2014年10月15日文艺工作座谈会的本市

艺术家代表等，回顾、总结十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在讲话

精神指引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

思想的系统认识、学理研究和整体阐释。召开上海白玉兰

戏剧表演艺术奖创设35周年系列活动，邀请学者、艺术家

共同为全球化与多元化背景下的白玉兰戏剧奖，如何勇立

新时代潮头、扩大品牌影响力建言献策，进一步强化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的品牌形象和集聚效应，为上海做强

“码头”、激活“源头”、勇立“潮头”打造更高能级的文化交

流展示平台。

二是以主题展览展播描绘时代画卷。举办“与时代同

行 与人民同心”电视剧展播活动，通过放映优秀电视剧艺

术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

变革，凝聚团结进取、奋发图强的强大精神力量。举办庆

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手绘电影海报特展，人民城

市——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项目作品展、繁花似锦——

人物画苑国庆75周年作品展、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特展，以新中国美术创作的主题为线

索，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各个画种的经典美术作品

和各个年代的经典电影海报为脉络，展现新中国在文化事

业方面的发展与成就。

三是以舞台艺术展演丰富文化生活。组织舞台艺术

作品展演，遴选20台上海原创剧目，包括入选由中宣部、文

旅部、中国文联主办的“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

时代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的昆剧《牡丹亭》及荣获“五个

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

《战上海》等，展现上海文艺创作成果，体现上海文艺工作

者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举办“海上心声”沪语诗歌国庆

朗诵会，弘扬沪语方言，传播上海海派诗歌文化，持续打造

“海上心声”诗歌朗诵品牌，为努力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贡献文艺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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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名称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上
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

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第十届上海市民艺术大展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重要论述
理论研讨会

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创设
35周年系列活动

海上心声——“城市，与美同行”沪
语诗歌朗诵会

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系列活动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电视剧
展播活动

上影集团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75周年暨上影诞辰75周年系列
活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手绘电影海报特展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人民城市——上海现实题材美术
创作项目作品展

繁花似锦——人物画苑国庆75周
年作品展

与时代同行——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5周年特展

主办单位

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心

上海市文旅局、上海市文联、
松江区政府

上海市文联

上海市文联

上海市作家协会、上海图书馆

上海市作家协会

上海市广播电视局、上海广播
电视台

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

上海图书馆、上海电影家协会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民盟上海市委、上海市美协、
上海久事美术馆

龙美术馆

时间

10月-11月

9月26日-10月27日

11月

10月-12月

10月7日

10月-12月

8月-12月

11月

9月28日-10月20日

9月24日-10月31日

9月20日-10月27日

2024年7月25日-2025年2

月16日

地点

上海各剧场

云间会堂艺术中心

文艺会堂

文艺会堂、上海相关社区、院
校、医院、部队等

上海图书馆东馆

巴金图书馆等

各级广播电视播出平台

上影旗下上海影城、上海电影
博物馆、影视乐园及园区等

上海图书馆东馆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

上海久事美术馆（外滩18号久
事艺术空间）

上海龙美术馆

项目介绍

遴选20台上海出品舞台艺术作品进行展演，展示上海文艺事业取得的发展成就，为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贡献文艺力量。

把上海市民群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火热场景作为创作题材，把丰富的红色资源作为创作素材，大力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回顾、总结十年来上海文艺工作者在《讲话》精神指引下取得的成绩和经验，进一步深化对习近平文化思想
的系统认识、学理研究和整体阐释。

举办学术研讨会，邀请学者、艺术家共同为白玉兰戏剧奖如何勇立新时代潮头、扩大品牌影响力建言献策。
举办“玉兰芬芳 ·艺心惠民”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获奖演员文艺志愿讲演系列活动，邀请数十位获奖
艺术家赴社区、院校、医院、部队开展20场戏剧导商和表演。

弘扬沪语方言，传播上海海派诗歌文化，持续打造“海上心声”诗歌朗诵品牌。

为纪念巴金先生诞辰120周年，举办巴金图书馆揭幕暨巴金与上海文献图片展、巴金学术研讨会、传承与创
新青年作家座谈会、巴金与徐汇——徐家汇地铁展等活动。

在黄金时段播出一批新创作的优秀电视剧，艺术反映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

组织开展一场纪念座谈会、一个上海电影展、一场上影艺术展、一部短片放映、一天上影特别日等“五个一”
系列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以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年代的经典电影海报为脉络，展现新中国在文化事业方面的发展与成就。

展出“人民城市”上海现实题材美术创作首批50余幅作品，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营造艺术氛围。

展览基于“繁花”“时代”“笔墨”“雅集”4个维度，展出人物画苑11位艺术家近50幅中国画作品以及10位人
物画苑顾问的12幅作品。

以美术创作的主题为线索，分为“巨变：建设新中国”和“回眸：革命的时代”，精选近150件作品呈现给公众。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

“与时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今起至11月23日在沪举办。展演遴选20台

上海原创剧目，涵盖舞剧、杂技剧、昆剧等

多种艺术形式，既代表上海作为现代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丰富文化内涵，也体现文艺

工作者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传承。

以艺术为媒介，此次展演将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与江南文化交融，凸显新时代文

艺的蓬勃力量。据悉，展演作品包括入选

由中宣部、文旅部、中国文联主办的“与时

代同行 与人民同心”——新时代优秀舞台

艺术作品展演的昆剧《牡丹亭》以及荣获

“五个一工程奖”“文华大奖”的舞剧《永不

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海》等，全面展

现上海文艺创作成果，为建设习近平文化

思想最佳实践地、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

海样本贡献文艺力量。

“双创”精神激荡时代交响

此次舞台艺术展演的核心思想贯穿了

“双创”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

谈会上的讲话，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方向，他

强调要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艺

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上海始终积

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以这次展演契机，呈

现了多部兼具历史厚重感与现代创新精神

的作品。

由上海歌舞团历时三年精心打造的舞

剧《李清照》，聚焦“一代词宗”李清照，力求

通过舞蹈语言，道出其诗词的神韵，挖掘她

的内心世界，展现她的人生感悟和情感体

验。舞剧生动再现宋代的日常风貌，更体

现了宋代文化的美学特质。舞台设计汲取

宋代美学的精髓，并巧妙融合江南文化的

诗性美感。

同时，沪语戏剧的涌现更是将“双创”

精神贯彻到底。《繁花》《爱情神话》《长恨

歌》相继接力掀起阵阵沪语风潮，多部融合

海派文化精髓与现代审美的作品唤醒人们

的文化记忆，也凸显上海独特的文化符号，

彰显包容、开放、创新的精神。海派文化的

内涵，通过这些作品的呈现，不仅与全球文

化对话，更在现代语境下重新焕发生机。

红色经典联结历史与未来

对红色主题的深入挖掘与表达是此次

展演的亮点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

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激励

广大文艺工作者创作的重要动力。此次展

演中，不乏以红色文化为核心的作品，如盛

演60年的芭蕾舞剧《白毛女》、传唱至今的

沪剧《芦荡火种》，也有近年来风靡演艺舞

台的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杂技剧《战上

海》、沪剧《陈毅在上海》、现代京剧《龙潭英

杰》等。它们不仅传承革命精神，还将红色文

化与时代精神结合，进一步诠释中国共产党

百年来与人民同心同行的光辉历程。

今年是芭蕾舞剧《白毛女》诞生60周年。

60年前，原创芭蕾舞剧《白毛女》的诞生标志

着中国芭蕾从无到有的突破，借鉴大量的民

族民间舞、传统戏曲以及武术等素材，将现实

与浪漫完美结合。原歌剧中的经典曲目如“北

风吹”“扎红头绳”等在芭蕾舞剧中得以保留，

并吸收大量华北地区民歌、戏曲等元素，采用

管弦乐与民族乐器相结合的方式，使舞剧音

乐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和浓郁的生活感。

自2018年首演以来，红色舞剧《永不消

逝的电波》巡演超过650场。作品以李白烈

士的真实故事为素材，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

进行大胆原创，融入青春色彩、红色记忆、浪

漫情怀、谍战氛围等元素，以其卓越的舞台表

现力和深刻的情感共鸣，荣获了“五个一工程

奖”和“文华大奖”，成为新时代红色文艺的典

范，也展现出红色文化的强大生命力。

以杂技形式讲述红色故事，《战上海》勾

勒出上海解放初期的历史风云。杂技演员用

精湛的技艺演绎革命历史，再现了解放军战

士浴血奋战的场景，使这一红色题材充满了

独特的艺术张力。这不仅是对革命历史的致

敬，更是通过艺术手段将历史的厚重感与现

实的活力结合，为红色文化注入了现代元素。

彰显“与人民同心”是文艺创作的出发点

和归宿。无论是《李清照》的文化传承，还是

《白毛女》《永不消逝的电波》的红色记忆，展

演作品都充分体现文艺创作与人民生活的紧

密联系。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艺术的美感与

力量，更通过对人民生活、历史记忆的深刻反

映，成为了文化自信的重要源泉。作为文化

自信的标杆城市，上海在推动文艺创新和文

化建设的道路上，将继续走在时代的前沿，与

人民同心，向未来迈进。

上海市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周年舞台艺术作品展演

  台上海原创剧目“与时代同行”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以光影为媒介，深化“商旅文体展”融
合，让市民游客在普陀区遇见海派烟火气，感受发展新活力，昨

晚，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普陀分会场开幕式举行。

晚上7点整，在半马苏河公园标志性工业遗迹——原上海

试剂总厂62米高的巨型烟囱处，层层天梯逐节亮起至烟囱顶

端，染色灯将灯柱染成红色，星星点点的光影投射在地面，巧妙

融合了普陀区的红色文化、工业历史与现代化城市风貌。天梯

灯光全部点亮后，烟囱底部和苏州河游船长风公园码头舞台灯

随之点亮，视觉效果颇为震撼。

据介绍，普陀分会场主题定为“时光梦畅，畅想沉浸互动的

梦幻之光”。点灯仪式后，普陀区4个节点同步点亮，瞬间将整

个辖区变成一幅流动的光影画卷。作为节点之一的半马苏河公

园，动态光影展现了苏州河的自然之美，波光粼粼的水面与变幻

莫测的光影交相辉映；在海纳公园，以“数字”为子主题，结合海

纳百川的上海城市精神，打造光影蓝图；在环球港，通过双子塔

楼展示“会动的清明上河图”IP内容，带来一场别具一格的视觉

享受。而在M50创意园，14个创意装置被同时点亮，这也是普

陀区创意装置最密集节点。这些装置依据信和纱厂旧址细节改

造，通过织锦工艺结合现代艺术，弘扬中华文明的文艺创新。

据悉，普陀分会场活动为期8天，将持续至10月7日。

上海国际光影节普陀分会场开幕

本报讯（记者张晓鸣）国庆黄金周今天开启。探亲、旅游成
为很多市民的首选，上海交通运输行业昨天迎来客流高峰。

国庆节假期，上海高速公路预计日均流量达155万至160万

辆次，较2023年中秋国庆“双节”增长在5%以内，较2019年同期

上升15%至19%。市公安局浦东分局介绍，预计今年国庆假期，

长江隧道总车流量约为87.6万辆，10月1日车流量将达到10.5

万辆。为确保道路通行效率最大化，交警部门在外环内外圈上

五洲大道合流点、沪崇苏立交长江隧道入口处等点位设置了信

号灯控流点，届时将根据道路通行情况动态调整。

昨天，铁路上海站发送旅客59.6万人次。为尽力满足旅客

出行需求，铁路上海站昨天增开至安徽、河南、江苏、浙江、江西

等方向列车73列。10月1日零时至5时之间增开夜间旅客列车

52列。同时，上海站、上海虹桥站候车室24小时开放，为购买10

月1日车票提前到站的旅客，提供舒适的休息环境。铁路上海

站在客流密集场所增派人手，加强现场引导和安全提示。

10月1日至7日，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预计航班量1.6万架

次，日均2287架次，同比增长7.1%；预计保障进出港旅客258.1

万人次，日均36.9万人次，同比增长14.4%。上海机场营造浓厚

节日氛围，结合上海机场人文品牌“中国样 · ChinaYoung”的打

造，持续优化服务举措、打造精彩文化商业活动，为旅客提供便

捷、温馨、精彩的节日出行体验。

申城昨迎节前出行客流高峰

本报讯 (见习

记者郭凡熙)在浦

西世博园区，申城

将迎来一座新地标——上海工业博物馆，这

里将成为上海工业的共同精神家园和创意源

泉。记者从昨天举行的世界设计之都大会

“机遇分享会”上获悉，该馆计划年内动工，预

计建设周期36个月。

作为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上海拥有联合

国定义的41个工业大类、666个工业小类中

的大部分产业，是链接世界的窗口。

“上海这座城市为工业博物馆赋予了独

一无二的意义。”据东浩兰生工博馆项目策划

总监庄擎介绍，该馆选址于黄浦滨江，紧邻浦

西世博园区的中国船舶馆，与梅赛德斯-奔

驰文化中心隔江相望，将成为集中展示工业

文明和工业发展的对外窗口，连接工业过去、

现在与未来的桥梁，呈现工业技术变革和工

艺流程演绎，打造高品质的文博城市新空间。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鼓励社会参与共创

共建，创新建设思路打造“1+1+N”错位呼应

的上海工博馆体系，唤醒“工业记忆”。其中，

第一个“1”，即“旗舰店”，也就是原江南制造

总局旧址上筹建的上海工业博物馆，将成为

上海工业博览总入口，融入导览、导流都市综

合功能，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工业文明展

示平台。第二个“1”，即“宝山展厅”，基于中

央钢铁公园及周边，彰显厚重的工业历史积

累，让产业点亮城市。第三个“N”，即“珠链

星网”，将工业博物馆及城市工业遗迹串珠成

链，沿黄浦江打造工业遗产博物馆，联动纺织

博物馆、玻璃博物馆等组成“城市展厅”。

“未来的上海工业博物馆不只是一个承

载历史的工业博物馆，更是一个见证当下城

市的新空间，也是启迪未来创造的新引擎。”

庄擎说。

上海工业博物馆计划年内动工

《战上海》

的杂技演员们

用精湛的技艺

演 绎 革 命 历

史，再现了解

放军战士浴血

奋战的场景，

使这一红色题

材充满了独特

的艺术张力。

（主办方供图）

环球港双子塔变幻的光影秀与苏州河波光粼粼的水面交

相辉映。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