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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是一个神奇的地方，漫步其中，或

许就在梧桐掩映下的一栋老洋房里，就发生

过‘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故事。”原创舞剧

《永不消逝的电波》 男主角李侠扮演者王佳

俊，对红色电台三烈士李白、秦鸿钧、张困

斋的故事如数家珍。

其中，秦鸿钧烈士在上海设立的第一处

秘密电台旧址，正是在这样一栋梧桐掩映下

的老洋房中，位于瑞金二路148号，如今是

黄浦区第二牙病防治所。上海是中国共产党

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大建党精神孕育

地。老洋房里究竟有过多少惊心动魄？雕花

门楣下又曾映照过多少先辈的初心理想？

黄浦区20.52平方公里辖域内，有143处

红色资源，数量和规模均居全市第一。近年

来，黄浦区正在着力打造“红色露天博物

馆”。将众多红色资源、街区景观及文化生态

融合呈现，形成具有博物馆特点的展示、阐

释、研究、收藏、保护的功能载体。

如果说分布在全域星罗棋布的红色点位

是珍贵的“展品”，那么红色文化资源集聚的

主题街区就是精心打造的“展区”，再通过街

路串联的方式形成“展线”，遴选关心和研究

红色历史的人员作为“馆员”，立足黄浦区

实际探索形成多元共治的红色资源集中统一

管理“机制”。近日，黄浦区革命旧址消防

安全管理规范、红色资源周边市容环境高标

准保洁规范、区属红色场馆开放服务和物业

管理服务规范、红色场馆“物管联盟”工作

计划等多个制度规范文件发布，标志着黄浦

在灵活多元管理机制方面的探索努力迈出新

的一步。市民游客行走在大街小巷，就能与

红色文化不期而遇，营造可见、可感、可触

的红色历史场景氛围。

红色印记星罗棋布

黄浦区保留了大量红色旧址遗址，是反

映中国共产党创建初期最重要的遗产地，同

时也留存了不少现代中国和上海历史上的重

要节点，如第一次唱响国歌 《义勇军进行

曲》的黄浦剧场，南京路五卅运动现场……

“红色露天博物馆”将黄浦区域内主要红色遗

址、旧址、遗迹都面向大众开放，真实反映

党在城市领导中国革命的探索实践，生动记

录了党走过的艰难曲折历程，揭示了中国革

命道路的艰辛和共产党人深厚的为民情怀。

已有展陈焕新升级
在上海众多的革命旧址遗迹中，老渔阳

里2号（现为南昌路100弄2号）是最重要的

红色地标之一，它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具

有特殊的地位。老渔阳里2号是《新青年》杂

志办刊地，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大

量理论宣传工作；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

组织成立地；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中央机关所

在地，发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份文件……

2020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

立地 （《新青年》 编辑部） 旧址正式开放，

今年实施了展陈调整升级。展陈增加实物佐

证材料展示、优化展览参观动线、增强现场

场景体验。特别是展览新增各类文件、报

刊、家具、摆件等实物展品超过百件，多处

历史场景的还原更营造出沉浸式的参观氛围。

城市更新中保留红色元素
位于江西中路215号的老市府大楼，是上

海解放后上海市人民政府首个所在地，也是上

海市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地，也留下了新中国

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同志的工作身影。

老市府大楼是黄浦区160街坊保护性综

合改造项目的核心建筑，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黄浦区把红色文化资源保护利用与城

市更新有机融合，策划举办“建设人民的

城市——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主题展”。

大楼回廊正中区域是本次展览的核心展

品，即1950年5月28日，陈毅市长为上海解

放一周年纪念题词“上海人民按自己的意志

建设人民的新上海”的纪念碑；主展览区

“建设人民的城市”以珍贵的历史照片回溯解

放之初上海“万千改天换地手，遂使沧海变

桑田”的历史；另一展区为陈毅市长办公室

旧址场景复原，展览还根据展示内容配合实

物、模型、数字媒体等展示方式，展现老一

辈共产党人留下的宝贵精神财富。

“一址一策，功能叠加”的多元开发和分类
利用

近年来，黄浦区不断发掘分布于区域内

各处的红色资源，实施保护性开发利用。

瑞金二路148号，现在的黄浦区牙病防

治所，曾经是秦鸿钧烈士在上海设立的秘密

电台旧址。据史料记载，抗战全面爆发后，

秦鸿钧受命在上海设立秘密电台，1949年5

月7日，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红色电台三烈士

李白、秦鸿钧、张困斋英勇就义，此时距离

上海解放只有20天。

今年4月，牙防所一楼的秦鸿钧秘密电

台旧址史料展陈室顺利竣工并正式启用。展

陈室在保留原有展陈资料内容的基础上，加

装了信息化展示设备，增加了秦鸿钧烈士后

人秦岭先生捐赠的手电筒、电烙铁两件实物

展品，还定制了秦鸿钧秘密电台旧址楼梯模

型进行展示。

主题街区特色鲜明

今年8月，南昌路街区行人的手中多了

一张特别的纪念品——拍照打卡“取景框”。

边走边拍边学，答题领取文创礼品的同时，

也带走了这里深厚的历史与文化记忆。

南昌路街区地处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

集聚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

年》编辑部） 旧址、团中央机关旧址、周公

馆等红色旧址遗迹和重要历史文保建筑，40

余位名人曾在这里工作或生活。

在黄浦区委宣传部指导下，瑞金二路街

道联合相关单位共同打造“红色露天博物馆

之南昌路红色主题街区”，生动讲述初心故

事，使红色文化真正融入群众生活。

“一本书”追寻瑞金红色记忆。围绕南

昌路沿线100余幢历史建筑，瑞金二路街道

联合黄浦区委宣传部、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

学院进行专题研究，对南昌路相关点位及内

容进行梳理，完成“南昌路红色史迹研究”

课题。

“一份地图”走进红色主题街区，今年，

南昌路街区导览图在重要路段上墙，具象化

展示街区内的红色资源，并将相关点位介

绍、导览线路等，纳入“数字南昌路”小程

序，通过线上导览，实现随点随看随学。

“一支队伍”讲述瑞金二路街道红色故

事。在共享行走党课“初心守护者”队伍基

础上，招募机关事业、居民区、社区单位以

及走读热爱者等各类不同领域的志愿者，扩

大讲解员队伍。

“一系列活动”沉浸式体验初心内涵。今

年，瑞金二路街道整合“两企三新”党组织

资源，与上海音乐出版社、电影发行放映协

会、新华传媒联合推出音乐、电影、阅读等

不同形式的主题党课，和“渔阳星火”沉浸

式党课。

红色步道串珠成链

国庆节前夕，区委宣传部、区退役军人

事务局等部门共同主办黄浦区“红色露天博

物馆”品牌推介会暨“红色露天博物馆 · 红

色故事用心说”宣讲大赛展示活动，教育引

导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尊崇革命英烈、传

承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提升黄浦“红

色露天博物馆”品牌影响力，助力建设习近

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核心示范区。

活动发布了“红色露天博物馆”最新展

线——“英烈荣光”革命烈士纪念设施专题

展线，具体点位包括梁仁达烈士遇害处、茅

丽瑛烈士遇害处、五卅惨案爱国群众流血

处、五卅运动纪念碑、茅丽瑛烈士塑像、韬

奋纪念馆、秦鸿钧秘密电台旧址、法电六烈

士纪念堂、王若飞烈士纪念像。

上海解放专题展线。选取上海解放时南

京路上第一面红旗升起处绮云阁，上海人民

保安队总指挥部、外滩第一面红旗升起处海

关大楼，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 （老市府大

楼），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共5处红色地

标，将南京路步行街、外滩沿线及周边与上

海解放相关的红色点位串珠成链。

寻迹 《新青年》 专题展线。点位包括：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纪念馆、

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 （《新青年》编辑

部） 旧址、中共一大纪念馆、上海机器工会

纪念雕塑、又新印刷所旧址。

“永不消逝的电波”专题展线。点位包

括：中共中央无线电训练班旧址，中共秘密

电台器材供应站旧址，李白、邓国军贝勒路

秘密电台遗址，秦鸿钧金神父路秘密电台旧

址，秦鸿钧新新里秘密电台遗址，叶钟英、

张志申福熙邨秘密电台遗址，刘鹤孔安纳金

路秘密电台遗址，吴克坚旧居，上海电信博

物馆。

截至目前，“红色露天博物馆”已拥有4

条专题展线。回望“红色露天博物馆”建设

之初，“展线”概念就曾引领全市红色资源开

发利用的潮流。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之际，黄浦区推出了围绕一大会址周边、全

长7.1公里的全市首条“红色经典步道”，将

一大会址周边的老渔阳里、团中央机关旧址

纪念馆14处红色点位编织成网，达到从“零

散展示”到“整体展览”的效果。

今年上半年，黄浦区通过积极挖掘区内

红色文化资源IP潜质，制作推出的“红色露

天博物馆”主题邮品、黄浦红色地图口袋书

等，也是红色“红色露天博物馆”宣传展示

的丰富载体。

“馆员”计划角色赋能

“每次讲到 《义勇军进行曲》 诞生的故

事，市民和游客的兴趣很浓。我的志愿服务

就是通过不断讲故事，让更多人深入了解我

们党的红色往事。”秦来来，沪上广播电视行

业知名的“老文艺”，今年已近75岁高龄，

坚持奔波在宣讲和录制红色故事的第一线。

在今年5月召开的黄浦区“红色露天博物

馆”品牌塑造研讨会上，“馆员”计划正式发

布。中国交通广播开创者、上海交通广播首任

台长秦来来，被授予红色露天博物馆001号

“馆员”证书。站在历史悠久的黄浦剧场前，秦

来来向市民游客详细介绍《义勇军进行曲》唱

响地的来龙去脉，他的听众中不乏青少年群体。

就在近日，001号“馆员”迎来了一批

新同事。在“红色露天博物馆 · 红色故事

用心说”宣讲大赛展示活动上，第二批

12名“馆员”正式亮相，他们中不乏党史

研究专家学者、有志于传播红色文化的热

心人士、教育工作者等等。今后他们将以志

愿服务的形式参与“红色露天博物馆”品牌

的相关工作。第三批馆员的遴选工作也即将

启动。

多元共治机制灵活

通过主管部门、企业主体、社会力量多

方联动“机制”，创新突破实现红色资源在区

级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专项工作机制层面的集

中统一管理。这些工作机制、规范和工作计

划的制定，有效加强了“红色露天博物馆”

品牌的机制建设，通过体制机制的规范，将

能够进一步加强黄浦红色区域的总体塑造。

后续，黄浦区将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动员更

多热爱红色文化，有志于公益志愿服务的社

会人士参与“红色露天博物馆”建设，做好

黄浦区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作。

此外，还参照市红色资源保护利用专项

工作机制相关做法，建立了由区委宣传部、

区规划资源局、区建设管理委、区房屋管理

局4方联动的黄浦区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联动

机制工作流程，深入挖掘城市更新项目的红

色元素；依托党史、档案、文旅等部门，认

真做好红色资源及革命文物排摸认定、红色

档案保护利用、红色历史研究出版等工作。

下一步，黄浦区将以“可触可及、情感

认同”作为红色露天博物馆品牌建设的核心

目标，通过广泛的载体建设和项目实施，使

人民群众在黄浦能够时刻触及红色遗址、遗

迹和纪念设施，时刻感悟红色文化元素，时

刻感受先烈精神的鼓舞和激励。让市民游客

来到黄浦区，就如同走进了一座红色文化博

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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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 （采访对象供图） 老市府大楼陈毅市长办公地旧址主题展。 本报记者 袁婧摄 秦鸿钧秘密电台旧址史料展陈室。 （采访对象供图）

中共一大纪念馆。 蔡维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