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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份“口袋书”
见证党的纪律教育
一份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

上海前的《入城纪律》，7 页 12
条，做成了一份巴掌大的“口袋
本”，能够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仔细看，可以发现其中‘严’

字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
市档案馆整理编目部工作人
员刘伟告诉记者，当时为了不
影响市场秩序，解放军的饭菜
也都是在郊区做好之后运往市
区，足见当时的纪律是多么严
明。同样是“口袋本”的《外交
纪律》小册子，一共有5页7条，
更是针对上海外侨多的特殊情
况专门出台的。另一份档案则
展示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
党在纪律教育方面全面推进的
过程。

这些被展示在上海市档案
馆底层活动大厅的档案，是市档
案馆从馆藏档案中精选出的部
分纪律教育档案，配合正在全党
开展的党纪学习教育向社会公
布。

记者了解到，除了这些纪律

教育档案的发布，市档案馆还向
社会发布了上海市档案馆第36、
37批开放档案，涉及本市43家
单位，共计9782卷131068件。

此次开放的档案主要集中
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包括上海
确认第一批外商投资先进技术
企业的名单，第一百货股份制改
革文件等反映改革开放初期上
海经济社会建设焕发蓬勃生机
的档案。还包括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的第一个产业工会——上
海机器工会历史的《上海机器业
工人运动史》、我国第一家手表
厂——上海手表厂生产的“钻
石”牌手表商标、第一辆国产“桑
塔纳”轿车配套项目表等一批反
映上海工业发展百年历程的档
案。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市
档案馆累计已向社会开放档案
总量超过97万卷，其中新中国成
立后和改革开放时期开放档案
数量已超过28万卷。

征集而来的珍档
构成了国家记忆

上海市档案馆一直注重做

好红色档案征集工作。昨天起，
一批近年来征集而来的红色档
案也对外展出。

上海解放亲历者陆槐清曾
是上海解放前最后一任国民党
上海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的
秘书，他的日记中就详细记录
了上海解放时的街头见闻以及
陈毅市长向旧政府人员讲话等
内容。“比如他提到1949年 5月
27 日上海解放当天的街头巷
尾，市区还有零星的枪声，解放
军绝不进入民宿，露宿街头的
场景。

5月28日，陈毅市长同旧政
府留守人员第一次见面讲话，他
对陈毅市长的印象是讲话时态
度随和，语调谦虚，尤其是不以
胜利者自居，这一点更使每个人
感动。”市档案馆接收征集部工
作人员许丹丹介绍道。

第一批“上海市珍贵红
色档案名录”揭晓

第一批“上海市珍贵红色档
案名录”也于昨天正式揭晓。上
海市档案馆申报的《<上海概况>
与“上海调查资料”》《上海市军

管会关于各方面接管工作第1号
布告》《陈毅在丹阳入城纪律大
会上的讲话》等“上海解放档案”
系列；上海市城市建设档案馆申
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
会建筑复原设计图》；中国商用
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上海飞机设
计研究院申报的《运10飞机试飞
专题档案》；上海中心大厦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申报的《上海中心
大厦工程档案》等8件（组）红色
档案入选第一批“上海市珍贵红
色档案名录”。市档案局（馆）还
向这批档案的8家保管单位颁发
了“上海市珍贵红色档案修复
卡”。

为进一步提升档案编研成
效，发挥档案资政育人作用，市
档案馆昨天还发布《上海市档案
馆指南》（新版）和《东方欲晓
——新民主主义革命记忆》两本
新书。

据介绍，在 2024 年上海市
“国际档案日”系列宣传活动期
间，围绕“筑梦现代化 奋斗兰台
人”主题，全市各级各类档案机
构还将举办形式多样的档案文
化宣传活动。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生地、
初心始发地和伟大建党精神孕
育地，承载着闪亮的红色记忆，
凝结着鲜活的红色价值。中共
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
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是中国共
产党人的精神家园，中共一大纪
念馆以总书记嘱托为思想引领，
永葆守护好中国共产党根脉的
初心，担当建设好中共一大会址
的时代使命，为守护红色根脉集
中发力。

为进一步形成与上海红色
文化高地相匹配的“党的诞生地”
红色地标发展新格局，在市委宣
传部的指导下，在黄浦区委的支
持下，按照“会址妥善保护、场馆
安全运营、美丽一大建设”的主要
工作方针，中共一大纪念馆全力
打造“党的诞生地”守护工程三年
行动计划（2024年-2026年）。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
馆长薛峰介绍，“党的诞生地”守
护工程，已组建起由上海植物
园、国网上海市区供电公司、上
海市公安局黄浦区分局新天地
治安派出所、上海永业企业（集
团）有限公司、黄浦区红十字会、
上海美术设计有限公司等35家
成员单位构成的项目团队，2024
年形成112项守护工程重点工
作，大家将共同以实际行动为全
市扎实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
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打响上海红
色文化品牌，建设习近平文化思

想最佳实践地作出贡献。
“成员单位的工作内容各不

相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就是为
了守护好党的诞生地，这是一份
沉甸甸的责任，我们也将共同出
发，奔赴使命。”中共一大纪念馆
安全保障部主任黄晨钢说，“党的
诞生地”守护工程，简单来说，可
以用三句话来理解：守护好中共
一大会址，建设好红色地标，着力

提升场馆运营服务水平。
记者获悉，中共一大纪念馆

联动社会各界力量，组建形成了
112项守护工程重点工作。包括
加强“一馆三址”科学保护、系统
保护；构建不可移动革命文物监
测管理数字化平台；推进珍贵文
物数字化工程，建立科学合理的
文物藏品管理平台；形成灾害综
合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实施风

险等级管理等。通过与“党的诞
生地”守护工程成员单位共建联
动，进一步充分发挥“红色露天
博物馆”的吸引力，彰显“党的诞
生地”红色名片影响力，切实满
足社会观众的需求，提升观众满
意度。

与此同时，中共一大纪念馆
将通过全面实施“党的诞生地”
守护工程，在不断提高协同合作

水平的同时，吸引更多社会力量
加入，打造“红色场馆共同体”。
在保护修缮红色资源的同时，中
共一大纪念馆也不断努力用活用
好丰富红色资源，精心策划红色
文化教育活动。当下，正值“光荣
之城”2024上海红色文化季，中共
一大纪念馆同步推出“我到一大
看升旗”主题教育活动。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
部宣教专员李博宁介绍，每天上
午8点30分，广大观众都可以来
到“党的诞生地”，在一大广场亲
身参与庄严神圣的升国旗仪式，
从中感受民族自豪感，激发爱国
情怀，唤起对国家发展的责任
感，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
量。其中，6月11日至7月5日，
每周二至周五的升旗仪式，中共
一大纪念馆还特别准备了精彩
的红色文化展演节目，观众可以
通过拍照、打卡等互动形式，获
取优先入馆礼遇。“我到一大看
升旗”主题教育活动希望通过在

“党的诞生地”看升旗、“趣”打
卡、“@”一大、“享”参观等多种形
式，吸引更多观众，尤其是青少
年走进红色场馆，感受上海红色
文化的氛围与魅力。

未来，中共一大纪念馆将以
实际行动为全市扎实推进“党的
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
程，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建
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
贡献“一大”力量。

我到一大看升旗
“党的诞生地”守护工程启动

迎着明媚的晨光，由嵩山消防救援站组建的“一大广场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一大会址，走过中共
一大纪念馆新馆，来到太平湖畔的一大广场。伴随着雄壮的国歌，鲜艳的国旗冉冉升起，现场近百名观众共同见证了
神圣庄严的升旗仪式。昨天，中共一大纪念馆“党的诞生地”守护工程暨“我到一大看升旗”主题教育活动启动仪式在
一大广场举行。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一大广场国旗护卫队”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走过一大会址。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珍档记录国家记忆
市档案馆已累计开放超97万卷档案

在第 17 个“国际档案日”

到来之际，昨天，上海市档案

局（馆）举行 2024 年档案文化

集中宣传活动，发布新的两批

馆藏开放档案，并揭晓第一批

“ 上 海 市 珍 贵 红 色 档 案 名

录”。据悉，目前市档案馆累

计已向社会开放档案总量超

过97万卷。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珍贵档案向市民开放。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