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3都市2025年6月7日星期六
责任编辑谢彦宁 美术编辑林婕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2025上海夜生活节
6月6日晚在长宁区上生新所启
幕，夜生活节开幕嘉年华活动同
期开展，为“上海之夏”国际消费
季预热。

以“夜来上海，共赴热爱｜
Night Live Goes On”为主题的

本届夜生活节将从6月延续至9
月。围绕夜购、夜食、夜秀、夜
娱、夜游、夜动、夜读7个维度，全
市推出了首批130个夏夜特色活
动，将陆续创意玩转“交通工具、
露台、公园、水岸”等城市夜间消
费新场景。

久事公交集团此番发布了
本届夜生活节期间首次推出的

“夜上海公交专线”。专线由巴
士四公司定制运营，涵盖BFC外
滩金融中心、上海新天地、兴业
太古汇、久光百货、上生新所等
五个商业地标，在6月13日至7
月6日期间每周五、六、日，消费
者凭消费满66元消费小票可至
商场指定服务台换取定制专线
公交的上车凭证。

第一财经·新一线城市研究
所发布的“2025中国城市夜经济
指数”显示，上海持续保持夜经
济指数的全国第一。2024年上
海的夜间活跃出行人次403万，
酒吧数量2906家，夜间灯光覆盖
全市75%的面积，全年上映夜场
电影26.49万场，夜间公交活跃
范围1975平方公里，在夜间出行

活跃度、夜间灯光强度、夜场电
影活跃度、城市公共交通夜间活
跃度 4 个维度上都位列全国首
位。从上海城市夜间客流核心
区的空间分布来看，南京东路人
民广场、五角场、静安寺、徐家
汇、中山公园、长寿路、环球港、
瑞虹天地、八佰伴等地是夜间客
流最为活跃的消费目的地。

两批开放档案再现
改革开放初期的上海变迁

这两批开放档案涉及本市
40 家 单 位 ，共 计 17246 卷 、
184341件，起止时间为1939年
到2000年，其中共有12个全宗
的档案为首次开放。

两批档案内容涵盖面广，包
括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
化等诸多领域，特别是反映了改
革开放初期至20世纪90年代上
海经济社会发展的许多重要事
件和在上海举行的重大体育赛
事，真实记录了上海开展大规模
城市建设、实现“一年一个样、三
年大变样”伟大创举的重要历史
进程和上海体育事业的蓬勃发
展，是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佐证。

档案见证上海的“一年一个
样，三年大变样”。1980年国家
计划委员会批准在延安东路
—陆家嘴一带建设第二条黄浦
江过江隧道工程。延安东路隧
道于1984年动工，1988年12月
竣工，1989年 5月通车运营，是
1988年上海市政府九件实事之
一，对上海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
的作用。“延安东路越江隧道示
意图”“延安东路越江隧道施工
概况”等档案展示了这段历史。
1991年12月1日，上海市区第
一座横跨黄浦江的大桥——南
浦大桥正式通车运营。这是我
国首次采用双塔双索面叠合梁
结构的斜拉桥。南浦大桥的建
成有效缓解了过江难，是开发开
放浦东、振兴上海经济的重要基
础设施。“上海市黄浦江大桥工
程建设指挥部关于南浦大桥工
程情况汇报”“南浦大桥夜景”等
档案记录了这段过程。

“上海市地铁工程建设指挥
部关于上海市新龙华至上海火
车站地下铁道工程进展情况的
汇报”；档案文件记录了上海首
条地铁线路的建设历程。1995
年上海航空公司从纺织系统招
聘了18名“空嫂”，18名“空嫂”
的老照片体现了上海纺织行业

的变化，短短10个月内，5万余
名纺织企业职工成功再就业，对
改变全社会择业就业和用人观
念，发挥了巨大的示范作用。

1993年5月，第一届东亚运
动会在上海虹口体育场举办。
中国、日本、韩国、蒙古、朝鲜5个
国家和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中
国台北3个地区参加，关岛作为
特邀成员参加，共进行了田径、
游泳、柔道、武术、赛艇等12个
项目比赛。中国、日本、韩国分
列奖牌数量前三名。这一重大
体育赛事的开幕式画册重现当
日盛况。

1997年10月在上海举办的
第八届全国运动会，促成了上海
一批大规模体育场馆的建设，新
建、改建了包括上海体育场（八
万人体育场）、上海国际体操中
心、上海国际网球中心等。这些
场馆不仅为八运会提供了完善
的设施保障，也极大地推动了上
海体育事业的发展，成为城市体
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此次
开放的档案中就能查询到建设
中的八万人体育场。

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
主题珍档发布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
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
年。在抗日战争的艰苦岁月里，
许多国际友人千里迢迢来到中
国，同中国人民并肩战斗。上海
市档案馆深入挖掘馆藏档案资
料，“以得道多助——国际友人
与中国抗战”为主题，精心挑选4
组26件珍贵档案向社会公布并
进行陈列，反映了国际友人以舆
论声援、医疗救助、物资援助、难
民收容等各种方式支援中国抗
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
供了鲜活的历史样本与实践经
验。

第一组主题聚焦“舆论声
援：笔尖的战斗让正义之声传向
世界”。抗日战争时期，来华外
国新闻记者有50余人。在舆论
的前沿阵地，国际友人用笔和镜
头，让世界看到中国人民为生

存、为尊严而战的勇气，世界通
过他们的眼睛，看到了抗战中真
实的中国，为中国抗战赢得了世
界主流舆论的支持。这组档案
包括《密勒氏评论报》刊载的斯
诺对毛泽东的采访、毛泽东与史
沫特莱关于中日问题与西安事
变的谈话记录、爱泼斯坦战地报
告《突破封锁进入中国》等。

第二组则体现“医疗救助：
烽火驰援无国界，医者仁心见大
爱”的主题。抗战时期在华开展
医疗活动的国际友人，有姓名和
事迹可考者近40人，他们远渡重
洋来到中国抗日战场，筹设医疗
机构、培训医疗人员、大力救死
扶伤，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了重
要贡献。这批珍档中既有中国
人民熟知的诺尔曼·白求恩在晋
察冀边区工作的情况，也有第一
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外国人马
海德，他曾向保卫中国同盟写信
报告陕甘宁边区情况，向海外呼
吁、争取急需的医疗器材和药
品，大大缓解了边区军民缺医少
药的困难。

第三组珍档主题为“物资援
助：‘希望的包裹’是跨越国界的
温暖传递”。抗战爆发后，许多
工厂被毁，工人失业。新西兰人
路易·艾黎与斯诺夫妇等中外友
人发起“工合”运动，制定了在非
敌占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的计划，
建立起3000多个工业合作社，吸
纳30多万社员开展军需民用生
产，为抗战前线和中国共产党领
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根据地
提供物资，筑起一道坚固的“经

济抗战防线”，成为失业工人和
难民生产自救、支援抗战的一支
独特的经济力量。

第四组“难民收容：‘安全
区’里的守望相助”主题档案，记
录了国际友人奔走斡旋、竭尽全
力开展人道主义救助，用爱与包
容创造了战时平民保护的“上海
模式”。1913年，饶家驹来华。
淞沪会战爆发后，饶家驹提议在
南市划出一块区域建立难民安
全区，日军不得对难民区进行攻
击。此举开创了战时平民保护
的“上海模式”，并为推动《日内
瓦第四公约》的订立提供了成功
范例。1937年11月至1940年6
月，上海南市难民区先后设置过
130多个收容所，庇护了30余万
难民。

一批新征集
红色档案成果将陈列
市档案局（馆）长徐未晚介

绍说，近年来，上海市档案馆继
续加大红色档案的征集力度。
在今年的国际档案日宣传活动
期间，市档案馆也将展出一批近
年来征集的红色档案。

这些红色档案包括中共地
下党员乐于泓手稿《悼念亲密战
友——丁香同志》，1944年新四
军战士沈谊的战地家书，1942年
沈鸿与李琦涛为掩护上海地下
学运工作的假订婚证书和1948
年女青年沈鸿从上海奔赴解放
区的日记，1951年抗美援朝慰问
团团长陈巳生家书，摄影家丁彬
萱拍摄及保存的毛泽东同志在

上海的照片以及巴金、曹禺等文
化界名人的照片和手稿。

这些征集而来的珍贵红色
档案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峥嵘岁月，生
动展现了革命先辈们的炙热情
感、家国情怀和高尚的理想、坚
定的信仰，为公众了解革命历
史、传承红色基因提供了鲜活素
材。

现场还发布了“听档案说·
城市更新”短视频。这一由上海
市档案局（馆）与黄浦区档案局
（馆）联合推出的短视频聚焦档
案工作在城市更新中的重要作
用，通过口述档案、图片档案等，
深入挖掘档案中的历史文脉，生
动呈现城市更新轨迹，用档案讲
好城市更新故事。

据悉，6月6日至6月13日，
在2025年上海市国际档案日系
列宣传活动期间，市档案局（馆）
将与市市级机关工委、市委党史
研究室联合举办“党从这里诞生
——上海市珍贵红色档案联
展”，主办“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专题展”，并举行《档
案里的上海老字号》新书发布
会、老字号海鸥相机捐赠仪式等
活动。全市57家档案馆、机关团
体、企事业单位将陆续推出主题
展览、红色资源研学等丰富多彩
的档案文化传播活动，涵盖线下
互动、线上参与等形式。其中，
82场活动均向市民公众开放，为
广大市民打造一场别开生面的
档案文化盛宴。

上海市档案馆发布一批珍贵档案

130个夏夜特色活动点燃“上海之夏”
2025上海夜生活节启动

6月6日，在第18个“6·9”国际档案日到来
之际，上海市档案局（馆）举办珍档发布活动。从
抗战历史到上海建设，一批珍贵档案得以亮相。
记者了解到，截至目前，市档案馆累计已向社会
开放39批档案。今年档案日宣传期间，全市82
场档案文化活动将向市民开放。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档案专业人员（左）向媒体人员讲解“得道多助——国际友人与中国抗战”主题珍档。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