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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划

浦东这些红色文化资源
入选《上海红色文化地图》啦

6月 10 日，市文旅局发布了《上海红色文化地图（2021 版）》，包括革命旧址 195 处，革命遗址 83 处，纪念设施 101 处。 浦东共有 19
处红色文化资源收录其中，我们编选了其中部分地标在这里。 快和小编一起去看吧！

2021版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旧址 4 处

张闻天故居
地址：川南奉公路 4398号

张闻天故居位于祝桥镇邓三村，这是
一座江南农村传统风格建筑。1900年，张
闻天就出生于此，并在这里度过了童年与
少年时代。 砖木结构一正两厢房，宅院前
有菜园、绿树，后有翠竹、河沟，周围竹篱
环绕，一派田园风光。

2001年， 张闻天故居被公布为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浦东中学旧址
（杨斯盛故居、杨斯盛墓及杨斯盛铜像）
地址：浦三路 648号浦东中学内

杨斯盛是中国建筑业先驱、上海滩营
造业一代宗师，为教育救国，不惜毁家兴
学。 不仅留下了“中国近代教育的一座宝
库”，而且创建了以“勤朴”为校训的浦
东中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国家良材。

1908年，杨斯盛逝世。遵照他生前希
望“静听书声”的遗愿，他的墓就建造在
中汾泾西岸的浦东中学杨斯盛陵园内。
1980年代初， 浦东中学重新为杨斯盛及
夫人修葺墓地。 1997 年， 浦东中学迎来
90 周年校庆，学校进行整体改造，杨公墓
地再次迁建， 新墓落成在校园的西边，形
成现有之局。

吴仲超故居
地址：大团镇永宁东路 18号

吴仲超 （1902-1984）， 大团镇人，
1949年后，曾任北京故宫博物院院长，兼
国家文化部部长助理，第三、四届全国政
协委员。

故居建于清代，原位于中大街南北两
侧，有房 22 间，现仅存北侧 14 间，皆砖
木结构，硬山灰瓦顶。 占地面积 209平方
米，建筑面积 337.28 平方米。 其中，临街
平房 4 间，靠东第二间为墙门间；重檐两
层楼正房 8 间，一正二厢格局，大厅 6 扇
格扇门裙板雕花，七架梁。

书院李雪舟故居
地址：书院镇李雪村 6组

书院李雪舟故居建于清末，现剩房 4
间，占地 89.76 多平方米，建筑面积 89.76
平方米，坐北朝南，砖木结构，一正一厢。
该宅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特色。

李雪舟（1913-1947），南汇书院镇
人，医生，其家是中共地下党与武装部队
的联络站和医疗站。 1947 年 4 月 6 日被
国民党逮捕英勇就义。

遗址 8 处

反抽丁农民运动集会遗址
地址：祝桥镇新东村竞新 2组

1947年，国民党政府大举抽壮丁，中
共塘东区委领导发动了反抽丁运动。同年
10 月，千余农民手拿扁担、锄头、镰刀到
原竞新小学操场集合，步行到南汇东城门
外，队伍长达 6公里，人数达 2万，迫使县
长发出布告停止抽丁。

这次斗争的意义是深远的，一批进步
青壮年从此认识到只有自己拿起武器，用
武装保卫自己，才能达到反对国民党肆意
盘剥的目的。 从此， 浦东新区的武工队
（组）在中共党组织的领导下纷纷建立起
来了。

李白等十二烈士就义纪念地
地址： 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处北 100
米左右（纪念像在世纪公园内）

李白原名李华初，抗日战争和解放战
争时期在上海从事中共地下电台工作，是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李侠的原型。

1949年 5月 7日，上海解放前夕，李
白、秦鸿钧、张困斋、严庚初、周宝训、杨竹
泉、黄秉乾、吕飞巡、焦伯荣、郑伟、朱聚
生、 张根思 12位烈士被押至浦东戚家庙
（今世纪大道与浦电路交汇之处）北 100
米处杀害，就地掩埋。新中国成立后，市政
府将十二烈士遗骨迁至虹桥公墓，后又迁

至龙华烈士陵园， 在戚家庙北 100 米左
右处竖纪念碑标志 “李白十二烈士万古
长青”。 浦东新区文保署重建“李白等十
二烈士就义地”石碑，之后又将其迁于现
世纪公园 2号门内小山坡上，并立有雕塑
家韩子健和袁侃共同创作的李白烈士半
身铜像。

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队部遗址
地址：泥城镇横港村朱家宅

南汇县保卫团第二中队是中共领导
下的南汇县第一支抗日武装。1937年底，
日军占领上海后，吴建功在泥城地区组织
保家卫国团，1938 年取得南汇县保卫团
第二中队番号， 队部设在泥城横港朱家
宅。1938年 12月与日军激战于泥城汇角
海滩，中队长周大根等 28名官兵牺牲。

这场战斗惨烈无比，日寇虽然重创了
这支最早的浦东抗日队伍，但战斗却燃起
了浦东抗日的熊熊大火，拉开了烽火江东
的序幕，为日后活跃在浦东大地上的三五
支队的抗日游击战埋下了火种。这场汇角
血战因此具有重要意义：打响了浦东抗日
的第一枪，吹响了浦东抗日的战斗号角。

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队部遗址
地址： 祝桥镇新如村陆如 5组

1938年，中共浦东工作委员会成立，
派周强到东海六如村秘密组织抗日自卫
武装，成立南汇县保卫团第四中队，1942
年转移浙东，开辟抗日根据地。 旧址原有
房 10多间，已不存。

泥城暴动党支部活动遗址
地址：泥城镇横港村发蒙小学

在中共江苏省委和南汇县委的组织
领导下，1930年 8月 9日晚 9 时许，南汇
泥城地区数以千计的贫苦农民、 盐民、渔
民、手工业者，由沈千祥、黄理文、姜文光
等带领，一举捣毁驻小泐港缉私营及泥城
警察分局。 次日上午召开群众大会，宣布
成立苏维埃临时政府，建立工农红军第二
十二军第一师。 后被敌人镇压。 发蒙小学
是泥城地区党支部活动地点， 现校舍已

毁。
泥城暴动虽然失败，但得到了中共中

央的肯定。泥城因此也被称为浦东的红色
摇篮，为浦东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的骨干和
革命力量，泥城暴动在浦东这块土地上第
一次升起革命旗帜，其意义和影响极其深
远。

朱家店抗战纪念地点
地址： 川沙新镇会龙村朱店 455 号 （近
S32高速公路与宣秋路路口）

1944年 8月 28日，新四军淞沪游击
队第五支队在六灶镇朱家店一带伏击日
寇，全歼敌人并缴获大量武器。

朱家店之战，是新四军在平原水网地
区不可多得的伏击范例，成为浦东游击队
史上最著名的伏击战。 因此，1972 年，总
参军训部与军事科学院战史部在编写
《步兵连战例选编》时，将此战选为“进
攻部分”第一个战例，供全军学习。

老港林达故居遗址
地址：老港镇成日村成一 569号

林达故居始建于清末。 占地 121.8平
方米，建筑面积 121.8 平方米，坐北朝南，
面阔 5间 21.2米，进深 6.1 米，砖木结构，
硬山灰瓦顶。该宅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特色。

林达（1914～1947），原名林有璋，
南汇老港镇成一村人，历任浦东支队特务
长、华东野战军三师九团团长等职，1947
年在山东邹县牺牲，年仅 33岁。 文物主
体现已拆除，现为新建二层建筑。

老港杨定故居遗址
地址：老港镇成日村日新 4组 718号

老港杨定故居始建于清末，原为四合
院式，现状正房已无存，仅存一段围墙，该
宅具有江南传统民居特色。

杨定生于 1913年，1939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历任新四军浙东纵队科长、三北
（姚北、慈北、镇北）分会主任等职。 1943
年被日军杀害，年仅 30岁。

（浦东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