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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服务升级解锁新体验
兴业路76号，这栋历史厚重

的石库门小楼是独具魅力的红
色地标。今年“七一”，正值建
党 104 周年，全国各地的观众
怀着崇敬与热忱，纷纷奔赴“党
的诞生地”，中共一大纪念馆的
参观需求呈井喷式增长。除了
在 7 月 1 日当天延长开放时间
并增设夜场，纪念馆还将按照
重要节点增设相应教育活动，
致力于为观众打造更为丰富多
元的参观体验，助力上海市建
设成为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
践地。

为满足学生群体的参观需
求，暑假期间，中共一大纪念馆
将调整开放时间为9:00—17:00
（16:30停止入场），博物馆周一
闭馆的惯例也将被打破，实行
周一正常开放制，从而方便学
生们利用假期时间前来参观学
习，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更深
入地了解党的历史，感悟党的
精神。

在文物故事中触摸历史温
度，在非遗手作中感受传统魅
力。今年7月—8月，中共一大纪
念馆“进馆有益——青少年进馆
体验项目今夏必修课主题系列
活动”重磅登场，通过融合红色
文化、文物故事与非遗体验，为
6～18岁青少年打造沉浸式传统
文化课堂，在初心之地打开有内
涵的暑期成长之旅。

“从馆藏文物邓世昌藏书章
背后的家国情怀，到宣誓日主题
微电影，专业讲师将透过文物、
故事，解析传统文化如何在当代
焕发生机，让青少年在历史与现
实的对话中，感受中华文明的传
承密码。”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
教育部主任杨宇说，在中华民族
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传统文化积
淀了深厚的精神底蕴，成为民族
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而红色文
化则是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领
导人民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
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红色
文化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又各
具特色。将二者有机结合，不仅
能够丰富文化内涵，还能为新时
代的文化传承与教育工作注入
新的活力。中共一大纪念馆作

为承载中国共产党诞生这一重
大历史事件的重要场所，正在积
极探索红色文化与传统文化的
融合之道。

在7月的必修工坊中，青少
年可以跟着专业篆刻老师，以

“仁”“义”二字为内容创作图章，
在一刀一刻中感受汉字艺术魅
力。8月，能体验非遗绒花制作，
亲手打造蕴含礼仪文化的工艺
品，从指尖技艺中理解“器以载
道”的深刻寓意。

暑假里，位于虹口区的中共
四大纪念馆，情景剧演绎、非遗
手作、美育研学也已统统安排
上，于沉浸式体验中，带领更多
青少年重温光辉历史，传承红色
基因，把书本里的“四大”学出新
花样。为深化场馆育人功能，丰
富学生暑假生活，进一步激发学
生的爱国主义情怀，纪念馆还将
通过角色代入与任务驱动，开展
定时讲解、《广吉里》情景剧演绎
等，彰显红色历史文化的深厚底
蕴，激发学生对爱国精神的价值
共鸣与情感传承。

“小红花”“小先生”“囡囡
讲”“小荧星”青少年志愿团亦将
把热情拉满，于暑假里分别在中
共四大纪念馆、国旗教育展示
厅、左联会址纪念馆、李白烈士
故居为观众开展定时讲解，用洪
亮的声音、生动的语言，宣扬红
色精神。7月18日、8月8日晚
上，“博物馆奇妙夜”活动渐次开
展，以点亮风扇书灯、巧制蚕丝
古扇来丰富青少年文化体验。

手持“沪”照探寻精神对话
时下，用脚步丈量上海这座

光荣之城，追寻根植于城市血脉
的红色基因，正成为公众的新时
尚。

作为2025上海红色文化季
的特色活动，今年的“红色印记”
寻访活动推出“一区一品”16区
特色寻访路线，串联全市超过40
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场馆，通过线
下“集册”、线上“打卡”、红途“快
闪”等新颖活动，为市民游客特
别是青少年留下属于自己的红
色印记。

在去年的基础上，今年的寻
访活动推出了全新“玩法”，寻访
手册也进行了更新升级。在40

个寻访场馆开放场馆主题单页，
每次前往场馆即可收集主题单
页，凭3张不同主题单页可以限
时兑换红底烫金的2025版《光荣
之城 红色“沪”照》。跟随寻访
地图指引，探索光荣之城的红色
宝藏，收集不同特色主题单页和
场馆印章，再通过寻访最终打造
出属于自己的纪念手册。这种
很新的玩法圈粉了一大批青
年。在社交平台上，话题讨论居
高不下，许多网友还开心地晒出
自己的“集册”战绩。

今年5月底，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高等研究院2024级学术型
硕士时静怡通过设在校内的“红
途快闪”活动拿到精美的《光荣
之城 红色“沪”照》和沪上“大先
生”寻踪研学路线单页。

这张研学路线单页由华师
大师生团队设计，并能以活页形
式插入寻访手册。作为教育学
的学生，时静怡当时就心怀惊喜
地开启了“寻踪”之旅。循着研
学页的指引，理论在眼前渐渐

“活”了起来。孟宪承·刘佛年教
育成就陈列室里，泛黄的手稿诉
说着二位先生对师范教育倾注
的心血；陈望道旧居里那盏翻译
《共产党宣言》的油灯，它所代表
的“信仰之源”的火种依旧炽热。

这条研学路线，是一部行走
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史与精神
图谱，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宏
愿、陶行知“生活即教育”的实
践、黄炎培“敬业乐群”的教育思

想，正具象化于一座座场馆之
中，变得可感可触。“沪上‘大先
生’寻踪路线，生动展现教育精
神在时代洪流中的传承与演变，
也凸显上海这座城市的红色基
因。”时静怡说，这个暑假，她计
划探访8个场馆，触摸城市的教
育脉搏，读懂上海的精神底色，
这不是简单的“打卡”，而会是一
次深度的“精神对话”，这份“寻
踪”，最终也定将照亮未来教育
者的心路。

着力培植共同的精神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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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做好红色文化资
源深度挖掘、研究阐释和保护
利用工作，是上海建设习近平
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题中应有
之义。一年多来，上海制定“党
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
工程全面提升计划，发布全国
首部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
利用蓝皮书，着力培植我们的
精神家园，让红色文化浸润城
市生活。

今年的“光荣之城”2025上
海红色文化季为期3个月，全市
各区、有关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积极参与，精心策划推出形
式丰富的红色文化主题活动，涵
盖研究出版、展览展陈、文艺影
视、社会宣教、思政研学、旅游文
创、媒体传播七大板块。

其中，研究出版板块，依托

一批研究机构，发布一批研究成
果，推出一批红色主题出版物，
举办一批高质量学术研讨会；展
览展陈板块，围绕陈云同志诞辰
120周年、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
五卅运动100周年等重要节点，
推出一批主题展览；文艺影视板
块，推动文学、戏剧、电影、电视、
音乐、舞蹈、美术、民间文艺、群
众文艺等各领域红色作品创作，
开展“光荣之城”红色舞台作品
展演，举办内容丰富的文艺党课
活动。

社会宣教板块，打造一批群
众性主题宣传教育品牌，推动

“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
教活动走深走实；思政研学板
块，聚焦青少年群体，持续丰富
红色文化内容供给，持续推动学
习红色文化、传承红色基因、赓
续红色血脉成为沪上青少年的
新风尚；旅游文创板块，优化红
色旅游产品供给，加大红色文创
开发推介；媒体传播板块，拓展
新媒体红色文化传播渠道，推出
更多弘扬红色文化、讲好红色故
事的融媒体产品。

这几天，“光荣之城”2025上
海红色文化季主题巡展正亮相
上海地铁人民广场站文化长廊，
邀请市民朋友们共同踏着先辈
足迹，探索分散在各区的城市红
色宝藏，解码人民城市的红色密
码，以脚步丈量历史厚度，用初
心对话城市记忆。

弘扬光荣传统 赓续红色血脉

上海让红色文化浸润城市生活

上海是一座被红色浸润的光荣之城，
红色基因镌刻于城市血脉，红色资源深入
城市肌理。为高质量推进实施“党的诞生
地”红色文化传承弘扬工程，持续擦亮上
海“红色文化”品牌，助力建设习近平文化
思想最佳实践地，今年5月至7月，市委宣
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文化和旅游局
联合开展“光荣之城”2025上海红色文化
季。炎炎夏日，公众依然满怀热忱共赴红
色之约。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中共一大纪念馆讲解
员带领观众沉浸式参观展览。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沪上“大先生”红色文
化研学线路聚焦教育领域杰
出人物，深度展现教育家精神
的丰富内涵与传承脉络。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