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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上海，作为党的诞生地和马克思主义
真理的主要传播地，红色文化深深植根于
这座城市的血脉之中。在今年两会上，市
人大代表、复旦大学望道研究院理事长焦
扬建议，要进一步提升红色文化的亲和力
与感召力，以此激发出上海现代化建设最
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文化力量。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了
深耕厚植红色文化，深入推进‘党的诞生
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加强红色遗
址、革命文物、风貌街区等保护利用。听
到这些，我觉得特别重要，特别受振奋。”
焦扬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上海
把保护传承用好中共一大会址等宝贵红
色资源作为光荣使命，也让上海“红色文
化”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全市红色资源
凝心聚力、铸魂育人、推动发展的社会功
能不断增强，激励引领着全市人民特别
是青年一代从红色精神血脉中汲取力
量、奋进新征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提及要把
大思政课建设好，这让焦扬更坚定一个想
法：红色文化和红色场景，既是大思政课
最好的课堂，又是大思政课最好的教材。
然而，让青少年喜闻乐见，更主动走入红

色文化场馆、更有意识参与红色文化活
动，从“走进”到“走心”，从“扭头会忘”到

“念念不忘”，还得在分众化研究推广和传
播，在用数字化赋能的方式创造各种青少
年喜爱的空间和场景上下功夫，并针对不
同学段青少年的特点和目标，融合第一第
二课堂，更合理地融入红色文化，充分发
挥红色文化的铸魂育人功能。

“如何进一步做好分众化传播、抓好
关键群体，”焦扬举例说，针对少年儿童群
体，如何从“一米高度”视角，用小朋友听
得懂、能记牢、会讲述的语言和方式，真正
实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从娃娃抓起”。
又如，如何引领研究人员、教师队伍、媒体
从业人员、政府和事业单位骨干等特定人
群，结合工作领域更主动塑造红色文化的
场域、情景、氛围，需要更有制度性的激励
和保障。

其间，构建校馆协同育人新模式，深化
红色场馆同学校的深度合作，双向建设育
人基地、教学基地、实践基地，也可以是一
大实施路径。焦扬就此建议，繁荣上海红
色文艺创作，对红色影视创制、网络文化、
创意设计加大政策倾斜扶持，进一步激发
文创产业活力，加强红色文创链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于
2024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其中第二十五
条着重强调了县级以上政府对红色资源的
保护、管理与利用职责，以传承爱国主义精
神。在此背景下，市人大代表、上海开放大
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孙慧，在两会上呼吁，
应进一步发挥上海张思德塑像等红色资源
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

张思德，这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
产主义战士，自1944年牺牲后，便成为了

“为人民服务”的代名词。他的塑像静静地
伫立在繁华市中心的人民公园内，但其塑像
的变动引发了孙慧的关注。原来，张思德塑
像曾位于人流量较大的7号门附近，但现已
被移至较为偏僻的3号门角落。

“由于3号门平时处于关闭状态，塑像所
在的位置比较偏僻，路过的市民和游客较为
稀少，而且公园内也没有明显的指示路标。
我通过几次随机访问，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人
民公园有张思德的塑像，也有不少人不知道
张思德是谁。”为了更好地传承“为人民服务”
的爱国主义精神，孙慧建议将塑像重新安置
在7号门或其他人流量大、更醒目的区域。
同时，孙慧提议在塑像旁增设张思德生平介

绍，让市民，特别是青少年能够深入了解这位
英雄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此外，孙慧还
期待有关部门制作张思德英烈事迹的短视
频，通过扫描二维码的方式供市民观看，让更
多人直观了解他的生平。

为了让游客能够在了解张思德的同时
得到休息，孙慧还建议在塑像周边设置休闲
座椅等设施。同时，公园内应设置清晰的路
标或指示牌，方便市民和游客找到塑像所在
位置。

更为重要的是，孙慧认为上海应进一步
排摸公园等公共场所的革命先烈塑像和其
他红色资源，采用类似引导方式加大传播力
度，结合具体场景进行优化，以充分发挥这
些红色资源的教育意义。

·市人大代表 焦扬·
“红色文化和红色场景，这既是大思政课最好的课堂，又是大思政课最好的教材。”

这里有大思政课最好的课堂

[从“走进”到“走心”应该如何做]

·市人大代表 孙慧·
“很多游客都不知道人民公园有张

思德的塑像，也有不少人不知道张思德

是谁。”

谁知道张思德塑像在哪儿？

[小问题背后的大资源应该如何挖]

“红色题材是艺术创演的宝贵源泉，
我们要进一步加强以红色音乐助力红色
文化传承弘扬的工作。”市人大代表、上海
音乐学院党委书记裴小倩这样说道。

“红色音乐上，上音大师辈出、名作传
世。经典的上音人创作的红色‘三部曲’
是《黄河大合唱》《红旗颂》《梁祝》。”裴小
倩认为，红色文化的传承弘扬，一方面是
要把经典红色文艺作品继续梳理出来，进
行更深度地传播推广，让公众特别是青少
年了解背景、读懂蕴含其中的充沛情感、
记住国家的历史、民族的情怀和责任，通
过“教创演研”，在人才培养、艺术创作、艺
术实践中，让更多的人能够感知到红色经
典作品的力量和魅力。

另一方面，是要加强在新时代对红
色作品的创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之时，上音创排了新时代版《长征组
歌》。暑假里，一路走、一路歌、一路学，
成为上音创新学生思政教育和深化党史
学习教育的生动课堂。在巡演走进长三
角、“重走长征路”的同时，在长征壮阔的
历史场景和先辈们坚定的理念信仰中，
青年学子传承和宣传着伟大长征精神，
并与革命先辈们完成一次次跨越时空的

精神对话。
在2023年，上音出品反映“两路”精

神的原创歌剧《康定情歌》获第五届中国
歌剧节优秀剧目，首部揭秘中央文库守护
历程的音乐剧《忠诚》获全国音乐剧展演
优秀剧目。

“可以说，红色基因的传承弘扬，深刻
体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和艺术创作中，红
色题材是我们艺术创演的宝贵源泉。”裴
小倩认为，在未来的工作中，应进一步发
挥红色音乐助力红色文化传承弘扬的作
用，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教创演
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在人才培养、艺
术创作、艺术实践中，不断加强对德艺双
馨、红专兼备、国际视野、全面发展的拔尖
创新艺术人才的培养。

与此同时，还应发挥好“红色音乐和
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体系传承创新”团
队的作用，将红色音乐的创作与研究作
为新时代中国音乐艺术体系传承创新的
重要基础，并从上海红色文化中挖掘题
材，加强对优秀红色音乐精品的创编，用
好上音歌剧院、校园开放等各类艺术实
践舞台传播红色音乐，对年轻人讲好上海
的红色故事。

让更多人感知红色经典的魅力

[生动的题材和故事应该如何用]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上海还是国旗的
孕育地，国歌的创作地，国徽的制作地，但
关于这些红色故事，很多公众并不清楚。
今年两会，市人大代表、中共四大纪念馆
馆长童科在接受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其
中蕴含的红色故事值得仔细讲述。

童科注意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将
“进一步推进国际文化大都市建设，提升
城市文化软实力”单列出来，开篇就提及
了“深耕厚植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加快打造文化自信自强的上海样本”，
这让身为一个红色场馆工作者的童科倍
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

“上海是党的诞生地、初心始发地、伟
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地。在上海，有着612
处红色遗址、旧址，这些都是弘扬红色文化
的宝贵资源。上海正在全力建设习近平文
化思想最佳实践地，我们要更好地传承红
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扬红色传统，不
断发挥好青年的传承作用，增强文化的引

领效应，提升信仰的铸魂力量。”童科说。
他以中共四大纪念馆的国旗教育展

示厅为例指出，当下对于国旗、国歌、国徽
背后的故事，尚且挖掘不够，很多公众特
别是青少年在这一块的内容把握上还不
全面深入。

“国旗设计者曾联松的故事，国歌创
作过程中田汉和聂耳的故事，国徽制作也
是在上海公平路陈福昌作坊完成的，像这
些故事，我们都应该细致梳理出来，串联
起来完整讲述，让爱国主义教育深入人
心，在青少年中进一步厚植红色情怀。”童
科说，其实，在最早的国旗设计稿中，也曾
有过插曲。后来，毛泽东同志说，中间的
大五角星就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围绕，
现在要大团结，今后也要大团结。“这样的
故事，应该多多讲述，让青少年去学习这
些红色历史，感悟这些红色故事之余，还
要鼓励他们由听述者变为讲述者，自发地
去传扬红色文化。”童科说。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沉淀
着丰富的红色档案资源。如何激活这些宝
贵资源，让红色故事深入人心，红色文化传
承不息，进而擦亮上海红色文化品牌，成为
当下的重要议题。在今年两会上，市人大代
表、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民进上海市委
原专职副主委何少华提出了深度开发红色
档案资源、打造上海红色文化品牌的建议。

何少华指出，虽然上海红色档案资源丰
富，但相较于全国一流品牌，其影响力仍有
待提升。他剖析了三大问题：红色档案资源
的全域性联动不足、保护力度有待加强、内
涵挖掘不够深入。为解决这些问题，何少华
提出了一系列策略。

“红色档案资源要用起来，活起来，让公

众知晓和参与，并加大开发力度，而不是束
之高阁在库房里‘沉睡’。”何少华建议，全面
摸清资源状况，实施针对性保护方案，并加
强数字技术在保护中的应用。其次，何少华
呼吁加强红色档案资源的整合与协同。通
过市文化主管部门的推动，实现区域联动，
连点成线、连片成面，同时加强与周边城市
及省份的合作，共同打造红色文化品牌。

针对当前红色档案编研成果的主题覆

盖不全面、数字化应用水平不高的问题，何
少华提出了“数据赋能，丰富红色文化产品
供给”的思路。他建议构建多元化供给体
系，创新编研成果形式，打造红色文化精品
和网红产品，同时拓展红色文化旅游产业
链，发展多种形式的红色旅游。

此外，何少华还强调了宣传的重要性，并
建议构建红色文化数字化传播矩阵。通过新
媒体应用实现内容交流与品牌营销，打造优质
品牌形象；构建融合传播机制，形成传播合力；
完善推广平台建设，精细化管理内容资源。

最后，他提出应用科技手段拓展红色文
化新体验。借助虚拟现实、全息投影等新技
术手段，增强用户的临场感和交互感，激发
公众对红色文化的认同与热情。

有过援青经历的市人大代表、鲁迅中
学副校长丁志伟对于“百闻不如一见”有了
更确定的认知，也让他对青少年学习红色
文化的方式方法有了新的看法，“仅仅靠书
本去吸收是不够的，更需要立体的，全方位
的浸润。”丁志伟说。

在援青的时候，丁志伟发现当地小朋
友的祖辈多是牧民，长期生活在高原，因
而对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历史教育、革
命传统文化教育的认知相对薄弱。在暑
假的时候，丁志伟牵头带领了一批优秀的
小朋友到上海进行沉浸式爱国主义教
育。中共一大会址、中共四大纪念馆、四
行仓库、国歌馆、国旗馆等红色场馆，都留
下了小朋友们的足迹。

通过一件件历史物件，一个个生动的
展陈篇章，历史的样子终于鲜活起来，今
日盛世之中国到底是如何发展起来的，也
在这些小脑袋里鲜活起来。回到青海，孩
子们变身为“小老师”，再以图文、视频的
方式给当地的朋辈讲述他们在上海的红
色之旅。

这段经历让丁志伟意识到，青少年参
与“行走的课堂”对成长成才的重要性，学
校如何和周边的红色场馆联动，建设好

“大思政课”，推动红色文化真正走进年轻
一代，以创新的传播方式去理解和传承，
理应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也是需要不断
尝试的课题。

“我们学校地处虹口，周边就有许多
红色资源，结合思想政治课，以研学形式
的教育，还可以推出探究类的课题，调动
青少年的走心参与和深度思考。教育不
单单在课堂上，更多地可以在行走中启发
感悟，形成理解。”丁志伟建议，红色路线
可以设置不同的主题线路、研学线路，在
不同主题或由历史脉络串联起来的路线
里，引导青少年理解历史，厚植红色情怀。

红色基底百闻不如一见。丁志伟举
例，“弹孔墙”是四行仓库抗战纪念馆西立
面的外墙，墙上的8个炮弹孔、420多个枪
弹孔，全部按照原来面貌及实际位置还
原。在这面布满弹眼的墙体下，孩子们的
心灵会受到巨大的震撼。包括吴淞口、金
山卫等抵御外敌的遗址遗迹，都烙下岁月
的印痕，以此类推，串珠成链，再带领青少
年去了解如今改革开放以后的成就，感悟
当下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如何定位自己
将来的青年责任，都会比仅仅在课堂、书
本里学习来得生动和有启示的多。

·市人大代表 丁志伟·
“教育不单单在课堂上，更多地可以在行走中启发感悟，形成理解。”

红色基底百闻不如一见

·市人大代表 何少华·
“红色档案资源要用起来，活起来，

让公众知晓和参与，并加大开发力度，

而不是束之高阁在库房里‘沉睡’。”

红色档案只能在库房里沉睡？

国旗国歌的故事远远没讲够

·市人大代表 裴小倩·
“红色基因的传承弘扬，深刻体现在我们的人才培养和艺术创作中，红色题

材是我们艺术创演的宝贵源泉。”

·市人大代表 童科·
“这样的故事，应该多多讲述，让青少年去学习这些红色历史，感悟这些红色故

事之余，还要鼓励他们由听述者变为讲述者，自发地去传扬红色文化。”

上海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图为2023年在中共一大会址专题展厅开幕的“永恒的誓言——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文物史料专题展”。
青年报资料图

红色文化始终
是上海文化的底色，
是上海不可替代的
宝贵文化资源，也是
上海文化最光辉的
生动篇章。上海有
着大量的红色文化
场馆，红色遗址、旧
址，它们不仅见证了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
心和使命，也激励着
一代又一代上海人
砥砺前行。

如今，上海正全
力打造文化自信自
强的城市样本，深耕
厚植红色文化成为
重要的一环。通过
今年两会上代表们
的热议，我们不难发
现，通过加强红色教
育、红色旅游、红色
文艺创作等多方面
的努力，上海正让红
色基因代代相传，让
红色传统发扬光大，
上海将继续挖掘和
利用好红色文化资
源，让红色文化在新
时代焕发出更加绚
丽的光彩，为城市文
化软实力的提升和
国际文化大都市的
建设注入强大的精
神力量。

本版撰文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