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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家渡街道党工委 联合出版

探寻“红色印记” 回顾发展历程
新时代文明实践巡展曹家渡站活动落幕

8月 13 日至 8月 26 日，为期两周的“中
共中央早期机关在静安（1921-1933）新时
代文明实践巡展”曹家渡站活动落下了帷幕。
活动期间，为进一步盘活资源，在精准

化、常态化做好群众工作上下功夫，推动党的
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曹家渡街道以
职工书屋为阵地和载体，携手中国邮政静安
区分公司曹家渡邮政支局，共同完成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有声图书馆”服务项目。“有声
图书馆”优选了喜马拉雅线上平台的内容，是
一个创新型数字阅读空间，开设了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国学文化、戏曲文艺、健康养
生、亲子阅读等十个栏目。每个栏目每周推送
5本有声图书，读者可直接扫码收藏，带回家
随时随地收听、学习。“有声图书馆”进一步丰
富了“四史”学习教育的形式，也拓展了曹家
渡新时代文明实践的参与方式。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升级改造 300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是
2020 年上海市总工会服务职工的实事项目
之一。为建设“更有温度的城市”，曹家渡街
道从保障户外职工的身心健康、提升精神文

化生活两个方面着手，对曹家渡街道“户外职
工爱心接力站”进行了升级改造，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所有的服务资源和活动项目向户外职

工敞开大门，进一步打造党建引领基层治理
的坚强阵地和服务党员群众的温馨家园。
按照“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

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工作要求，曹家
渡街道依托“一支队伍”“两个阵地”和“四
项延伸”，认真落实巡展讲解和留言互动等工
作，用静安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来呈现“四
史”学习教育的深刻内涵，进一步推进了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
15 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积极认领

讲解员的公益实践岗位，组成了“红色印记”巡
展讲解志愿者队伍，他们有的来自曹家渡区域化
党建单位；有的来自居民区；还有的是在新时代
文明实践网上平台直接报名的学生志愿者。
辖区内各居民区、“两新”组织、驻区单

位等各基层党组织及社区群众，共 12 支团
队、211 名同志进行了线下的参观。“和谐曹
家渡”微信公众号专题推文，一些单位及不少
党员群众通过线上平台进行了学习浏览。
现场设有中共二大、四行仓库等红色地

标背景，供参观者合影留念，重温革命精神。
同时，深入挖掘街道红色资源，巡展活动期
间，借助“和谐曹家渡”微信公众号开展“寻
找曹家渡的红色印记”有奖竞猜，吸引了不少
观展人员参加。

（党群办）

感受曹家渡的红色印记 重温峥嵘岁月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历史是

最好的营养剂。静安区有着丰富的红色文化
资源，自 1921 年 7 月至 1933 年初，这一期
间驻扎在静安的中共中央早期机关有 20 余
处，开展了艰苦卓绝的革命活动。在曹家渡辖
区内，也有两处“红色印记”，分别在胶州路
725号和余姚路 487弄 19号。

中国福利会第一儿童福利站遗址

60 多年前的胶州路 725 号，曾是中国福
利会第一儿童福利站（简称“第一儿童福利
站”）所在地。虽然时光荏苒、几多变迁，旧景
无法追踪，却仿佛依然有书声朗朗一片。

1946 年的中国民众尚未走出八年抗战
的伤痛，又陷入内战的离乱。目睹众多儿童在
战乱和贫困中挣扎，缺衣少食，没有机会接受
教育，宋庆龄决定通过中国福利会，在上海劳
动人民居住比较集中的贫困地区创办儿童福
利站、儿童剧团，开展救济和教育儿童工作。
1946年 10 月 12 日，中国福利会首先在

沪西胶州路 725 号晋元小学内创办了儿童图
书阅览室。1947 年 4 月 4 日，在阅览室基础
上成立第一儿童福利站。仅有两间简陋圆顶
铁皮活动房子的第一儿童福利站，成为战乱
中贫困儿童的“诺亚方舟”，庇护他们学习、
成长。同年 10 月、11 月，中国福利会又分别

在沪东许昌路 811 号、虹口乍浦路 245 号建
立了第二、第三儿童福利站。

余姚路棚户民校遗址

余姚路第二幼儿园（原余姚路 487 弄 19
号）曾是余姚路棚户民校（简称“棚户民
校”）所在地。该校由上海市立实验民众学校
（简称“实验民校”）推广部筹建于 1947 年
6 月，最初租借育强小学的两间教室上课，后
学校与附近居民联合在余姚路 487 弄（星懋
里）19 号建造三层新校舍，1947 年 11 月正
式落成开学。

1946 年，实验民校校长俞庆棠推行棚户
区教育，与中共上海党组织将工作向地区扩

大、扎根的决定不谋而合。当时，余姚路棚户
区是沪西最大的贫民区，有 11300 余人，多为
因战乱、灾荒逃难到此的灾民。他们缺医少
教，在荒地上搭棚栖身。实验民校最终选择在
余姚路棚户区开办第一所棚户民校。俞庆棠
兼任校长，实验民校推广部老师、时任中国共
产党沪西地区分区委书记的陈鲁生主持工
作，专职教师、中共党员胡宏达负责学校的日
常事务。

棚户民校设白天三班、晚上三班，分儿童
班和成人班，合计学生261人。在俞庆棠校长
的努力下，民校成为一所正式的公立学校。棚
户民校不仅使贫困民众得到教育，而且在团结
民众开展爱国民主运动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中共上海市静安区党史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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