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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崔子润

日前，300余名水上运动爱好者齐聚

上海华翔绿地公园，共同感受皮划艇·桨

板运动的魅力。其中，1大1小的亲子组双

人皮划艇，赛事竞争格外激烈。随着裁

判的比赛号令响起，家长携萌娃在欢声

笑语当中追逐划行，为本次赛事增添一

抹活泼愉快的色彩。

赛后，获得了好成绩的胡悦透露，今

年11岁的他，从3岁就开始玩皮划艇，“可

能受爸爸的影响，我从小就酷爱水上运

动，今天的比赛非常尽兴，特别是绕桩的

部分，觉得自己发挥得挺好的。皮划艇

是一项很好的运动方式，划桨的时候有

一些技巧，不是完全靠手的力量，还有背

部、腹部、臀部的力量，身体的很多地方

都要去发力。”

“本来只是打算趁周末带孩子出来

玩一下皮划艇，结果现场居然还有游戏

互动区域，设置得特别好，希望下次还可

以参加这样丰富多彩的比赛。”亲子组皮

划艇参赛者吴妈妈兴奋地表示不虚此

行。

近年来，新虹街道依靠发达的水系

资源，打造具有活力、服务多类人群的

滨水活动带，掀起了新虹体育运动新热

潮，进一步推动全民健身事业和青少年

体育运动的发展。

记者 周胜洁  

上海解放75周年纪念日之际，在市委

宣传部指导下，团市委会同市教卫工作党

委、市委党史研究室和市文旅局，共同启动

“光荣之城 青年行”上海青少年红色大寻

访活动。活动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在“光

荣之城”2024红色文化季8个寻访主题、45

个点位基础上，推出“一区一特色”的16条特

色路线，涵盖点位打卡、路线寻访、话题分

享、文创兑换等多种参与形式。其中虹口推

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特色路线，正与舞

剧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相契合。

 红色电波
特色路线迎来青年打卡

李白烈士“永不消逝的电波”的动人故

事早已成为这座城市红色文化基因孵化而

生的一张城市名片。如今，广大青少年不仅

能通过大银幕了解李白烈士的故事，还能实

地走进李白烈士故居等场馆，通过聆听讲

解、互动体验等形式了解那段可歌可泣的

革命故事。

作为16条“一区一特色”寻访路线之一，

虹口区推出了“永不消逝的电波”特色路

线，从李白烈士故 居到中共江苏省 委旧

址，从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会址纪念馆到国

旗教育展示厅，青少年沿着这条路线，可

以沉浸式感受战争年代隐秘而伟大的城

市地下斗争历程，深切 领悟跨 越时空仍

历久弥新的伟大精神。5月27日上海解放日

当天，这条路线已经迎来第一批打卡学习

的团员青年，而他们寻访的最后一站就是

美琪大戏院，观摩舞剧电影《永不消逝的

电波》。

 

“点线”结合
红色寻访致敬光荣之城

除虹口区推出的“永不消逝的电波”特

色路线外，其他15条特色路线也都是结合

各区标志性红色场馆以及青年喜爱、关注

度高的文化地标等来展开。

比如，浦东新区推出的“勇立潮头的征

程”特色路线，沿着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分

别前往陆家嘴金融城党群服务中心、上海

浦东开发开放主题展馆以及浦东城市规划

和公共艺术中心，感受浦东的改革力度、发

展速度、城市温度，探秘引领区美好未来。

长 宁 区 的“全 过 程 人 民 民 主 的 足

迹”特色路线则聚焦全过程人民民主最佳

实践地建设，将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上

海凝聚力工程博物馆和苏州河华政段作为

重要点位，让青少年沉浸式体验重大理念

实践下的丰硕成果。

闵行区“奋力向前的动能”特色路线

从“高度”和“温度”两个维度出发，华谊万

创·新所、大零号湾科创大厦、大零号湾图

书馆、新时代城市建设者管理者之家四个

寻访点位充分展现工业遗存改造升级、科

创生态跨越提升、阅读阵地创新拓展、保障

住房宜居安居的生动实践。

在杨浦区，青少年可以打卡“人民城市

的蝶变”特色路线，领略杨浦如何践行人民

城市理念，使杨浦滨江从“工业锈带”蝶变

为“生活秀带”。

据团市委介绍，相较往年，今年的“光

荣之城  青年行”上海青少年红色大寻访

活动寻访点位更加多元，参与方式更为多

样。“光荣之城 青年行”上海青少年红色大

寻访活动将持续到年底，青少年在寻访的

同时，可以进行“主题点位”线下集章，从

而兑换相关红色文创产品。也可以在寻访

“特色路线”后，附带话题#光荣之城 青

年行，在“小红书”平台分享寻访心得、照

片及活动体验，团市委将每月选取30条精

品笔记，为发布者送上“青春上海”特色文

创。

记者 郦亮

作为上海唯一的红色书店1925书局，日

前联合上海评弹团，为读者奉上了一场“碧

血丹心迎曙光——回望红色经典”的评弹

专场。

去年起，上海新华传媒与上海评弹团

共同打造了“评弹中的江南文化”系列演

出品牌，在1925书局定期上演，引起了读者

的浓厚兴趣。最近一期的演出正逢“红五

月”，评弹团的青年演员便特意为读者遴选

了《王孝和》《江南春潮》《战·无硝烟》等

一批红色评弹剧目的经典选曲。

红色剧目创作一向是上海评弹团的传

统，《江南春潮》便是评弹团上世纪50年代

创作的红色中篇评弹，反映了上海工人阶

级在党的领导下对反动派进行的英勇机智

的护厂斗争。中篇评弹《王孝和》是第一部

用评弹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作

品。

近年上海评 弹团新编创的《浦江钟

声》《足迹》等红色开篇，也是这个创作传

统的延续。《足迹》，以一个新上海青年的

视角，带大家体验一场“红色之旅”。而《浦

江钟声》则以黄浦江畔的钟声为题，融入了

多种评弹流派，与读者一起重温上海这座

光荣之城的百年变迁。

参与演出的青年演员告诉 记者，每

一次演绎这些红色剧目，在感动读者的同

时，其实也是对自己的一次红色教育。与这

座城市的每一个人共同去追寻党在上海的

奋斗历程和崇高精神，挖掘上海这座城市

血脉中的红色基因，这也是他们的使命。

“光荣之城 青年行”
上海青少年红色大寻访活动启动

“父子兵”齐上阵
参与水上运动

“评弹中的一抹红”
亮相1925书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