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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交通委、 上海市道路运
输局和上海市黄浦区政府以 “一
大”周边 13 条市政道路为纽带，打
造了上海首条“红色经典步道”。通
过这条步道， 市民游客以中共一大
会址为起点， 可以漫步到中国共产
党发起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
部旧址）、又新印刷所旧址等 14 个
红色景点。

据悉， 上海第一条红色经典步
道以“历史的沉淀”和“未来的奋
进”为主基调，设计长度 7.1km，呈
“大环 +小环”形态。 涉及的 13条
市政道路， 将中共一大会址周边的
14 处红色遗迹遗址串珠成链、编织
成网， 引导市民游客在石库门里弄
中探寻党的诞生历程。

建设者们在红色经典步道上增
设品牌标识， 设计灵感来源于上海
路政标识及市花白玉兰。 Logo 内
部以抽象提炼的一条道路为核心，
外围镶嵌七朵含苞待放的玉兰花，
路面铺设也按一大七小形式排列，
寓意“七一”，象征着开路先锋、奋
发向上的精神。

材质上采用低调、 耐磨损的仿

古铜和混凝土材料， 在细节塑造上
形成沉稳大气的风格样式。 这些标
识串联起“一大”附近各个重要革
命遗址，更系统化地用道路的“无
声语言”诠释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以及上海这座城市的发展史。

黄浦区内的中共一大会址周
边， 集中散落了多个与党的创建密
切相关的重要革命遗址， 完整记录
了中国共产党初创时期理论准备、
组织准备和干部准备的全过程以及
党的正式成立和完成组织创建的全
过程。

作为城市历史文化的空间载
体之一，街道和马路是历史的讲述
者和旁观者，承载着独特的人文记
忆。 比如，中共一大会址所在的兴
业路（原望志路）、团中央机关旧
址所在的淮海中路 （原霞飞路）、
周公馆所在的思南路 （原马斯南
路）等，历经峥嵘岁月、见证时代变
迁，他们都成为了红色经典步道的
一部分。

为了让广大市民游客更方便地
查询红色经典步道的相关信息，黄
浦区还打造了“红色经典步道 AR

导览平台”，从科学化、精细化、智
能化的角度出发， 整体提升红色经
典步道周边景观， 丰富市民游客的
徒步体验。

红色经典步道将市政道路与红
色旅游线路一体化打造， 形成了一
条历史、 文化与周边环境相互交融
的街道，更是一座浑然天成的“红
色露天博物馆”。

为了让游人更顺利地畅游红
色经典步道系统，除了利用路面铺
装提供地面指引，建设者还在地铁
站出入口广告灯箱、公交站亭广告
灯箱等处增设红色经典步道导览
图，加强线路引导，注重提高行走
的安全性和舒适度，营造了宜人的
慢行出行环境和优质宜居的城市
环境。 市民沿着步道这个“隐形导
游”， 可以到各个历史遗址和纪念
馆打卡。

据悉，“一大”红色经典步道是
上海路政品牌 “红色经典步道系
统” 建设的起点， 在不远的将来，
“二大”、“四大” 等革命纪念馆附
近都将相继建成红色经典步道。

（整理自上海市交通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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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一批红色场馆开放
近日， 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

遗址、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
馆、 顾正红纪念馆等场馆对公众开
放。这些场馆有的是首次亮相，有的
是经过修缮后重新开放。

湖州会馆—上海总工会遗址

湖州会馆位于静安区宝山路街
道中兴路 828 号，始建于 1900 年，
由浙江湖州人集资兴建，占地约 1.3
万平方米。 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
起义前，湖州会馆为北洋军阀盘踞。
1927年 3至 4月，这里成为了上海
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指挥部和上海
总工会总会所。 湖州会馆的大部分
建筑已在 1932 年“一·二八”事变
中毁于日军炮火。如今的湖州会馆，
是一幢 140 平方米 2 层砖混结构
小楼。一楼为红色工运历史展示厅，
设有预约讲解、图文观摩、宣誓仪式
等功能服务； 二楼为党群服务和新
时代文明实践站，提供党建活动、工
会组建、职工宣教、静工学堂、文明
实践等服务。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日 9:
00-16:00（周一馆休）

地址： 静安区宝山路街道中兴
路 828号

又新印刷所

又新印刷所旧址， 位于复兴中

路 221弄 12 号 （原辣斐德路成裕
里），面积约 145 平方米，是一幢建
造于上世纪 20 年代的两层砖木结
构，局部三层旧式里弄建筑。 1920
年 7月， 陈独秀在成裕里租房建立
又新印刷所，寓意“日日新，又日
新”； 同年 8 月， 承印陈望道所译
《共产党宣言》 中文全译本初版
1000 册，9 月再印 1000 册。 1921
年 2 月，又新印刷所因承印《新青
年》《正报》等进步刊物被迫关闭。

值得一提的是， 又新印刷所旧
址内陈列了一部 20 世纪 30 年代
手扳式印刷机复制品， 这是当时此
处最有可能使用的机型； 来自苏州
的收藏家珍藏的 175 本不同语种、
不同年代版本的《共产党宣言》真
迹，也在此与观众面对面；参观者可
以通过多媒体魔墙查询、原文摹写、
音频收听、多语种朗读等项目，多维
度感受“真理的味道”。

开放时间：每周四至周二（上
午 9:30-11:30， 下午 13:30-16:
30），每周三闭馆。

地址： 黄浦区复兴中路 221弄
12号

中共上海区委党校旧址

位于复兴中路 239 弄 4 号（原
辣斐德路冠华里）， 面积约 206 平
方米，三层砖木结构旧式里弄建筑。
1926 年 11 月至 1927 年 2 月，这

里曾作为中共上海区委党校办学
点， 是我党最早的党校之一， 周恩
来、瞿秋白、彭述之、王若飞、罗亦
农、赵世炎等曾来校授课。 1927 年
2 月 23 日，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
义爆发， 这里随即成为临时指挥机
关和联络处。

开放时间： 每日上午 9:30-11:
30，下午 13:30-16:30，每周三闭馆。

地址：黄浦区复兴中路 239 弄
4号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

沪西工人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
位于安远路近苏州河南岸， 是一座
集收集、研究、展示、教育、旅游为一
体的多功能专业红色文化场馆，复
原了教室、办公等场景，真实呈现中
国共产党在沪西小沙渡办学的历
史。馆内共设置了火红序幕、峥嵘起
步、荣耀征途、火种绵延四个展区。

开放时间 ：9:00-11:00，13:
30-16:00（周一闭馆）

地址： 普陀区西苏州路 1037
号（近安远路）

顾正红纪念馆

在进行了整体功能升级改造
后，顾正红纪念馆已重新开放。纪念
馆由纪念广场、馆内陈列、顾正红烈
士殉难处 3部分组成。 纪念广场左

侧树立着 1959 年由上海油画雕塑
院设计制作建造的顾正红塑像，右
侧墙上镶嵌一幅纪念五卅运动的大
型浮雕。 展览由“苦难岁月”“觉醒
成长”“反帝怒潮”“烈火燎原”
“永恒怀念”五部分组成，通过梳理
挖掘更多展示空间和活动空间，进
一步增加与“五卅”运动相关的展
陈内容， 全景式展现了顾正红烈士
生平事迹及其引发的“五卅”反帝
爱国运动发展历程。

开放时间 ： 周一至周日 8:
30-16:30

地址：普陀区澳门路 300号

嘉定革命烈士纪念馆

新修缮的嘉定革命烈士纪念
馆， 由瞻仰厅、 四个展区和尾厅组
成。瞻仰厅两侧的雕塑墙，再现了嘉
定人民通过艰苦卓绝的斗争， 推翻
三座大山，保卫、建设新嘉定的风云
岁月。四个主展区以时间轴为主线，
展现从党的创建及大革命时期到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来嘉定
烈士的英勇事迹。

开放时间：9:00-16:30（16:00
停止入场）（双休日及节假日休息）

地址：嘉定区塔城东路 486号

“五抗”斗争纪念馆

“五抗”斗争纪念馆位于“五

抗”斗争发起地———菊园新区六里
村， 其中主展区面积约 200 平方
米，以“五抗”斗争的前奏、前后六
次暴动过程、 斗争中牺牲的 19 名
烈士介绍等为主要展出内容。 展馆
主展区以灰色为主基调， 营造出庄
严肃穆的氛围。展区内，以独脚楼为
原型复刻的外墙上， 屋顶的黑色瓦
片和白色墙面的水渍都逼真呈现。
展览还通过全息影像的方式， 围绕
六次暴动的时间轴还原斗争场景，
直击“五抗”斗争的热血及残酷。

开放时间：9:00-16:30（16:00
停止入场）（双休日及节假日休息）

地址：嘉定区友菊路 18号

沪东工人运动展示馆

沪东工人运动展示馆坐落于杨
浦区平凉路 1500 号， 即上海市总
工会沪东工人文化宫。 展馆分“不
屈斗争”“工业新生”“时代楷模”
三大展区， 通过图片展示、 实物展
陈、多媒体互动等形式，串联起杨浦
的百年工运历史， 再现了沪东工人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积极参与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程。

开放时间 ： 周二至周六 9:
00-11:30，13:30-16:00 （7 月 1
日开放）

地址：杨浦区平凉路 1500号
预约方式：电话 64194738

（上海市文旅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