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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经

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

镇化进程——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由

1949 年末的 10.64%提高到 2020 年的

63.89%；全国城市和建制镇数量从

1949 年末的 132个、约 2000 个增长到

2019年的684个、逾2.1万个。

新型城镇化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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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越 时 空 的 红 色 轨 迹
——京沪百年双城记

厦门：红色文化引领城市文明新风尚

□ 李 斌 肖春飞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

复兴路，我们党近百年来所付出的一

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作出的一切

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

2020年1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

结大会上郑重指出。

石库门和天安门，兴业路和复兴

路——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用上海

和北京这两座城市的4个地标，生动

形象地将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以

来的历史和启示进行浓缩。

红色之城 初心之城

6月1日，北京，李大钊故居、“亢

慕义斋”等一批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

革命活动旧址正式向公众开放。

6月3日，经过重新布展，中国共

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全新

开馆。宽敞的前厅，“日出东方——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历史组画，上海、

南湖、井冈山、瑞金、遵义、延安、西柏

坡、北京……一个个光辉的红色地

标，浓缩了中国共产党苦难辉煌的历

史征程。

与此同时，北京大学图书馆内，

名为《初心肇始 红楼星火——北京

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的展览正

在展出。

“红楼矗立，守望百年初心。百

余年前肇始的星星之火，已燃成熊熊

火炬，点亮了长明灯塔，指引着前进

的方向，也照亮来时的路。”北京大学

党委宣传部高雷说。

“‘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背后是

两座城市历史积蕴的碰撞。”北京大

学教授黄道炫说，100多年前，当时

全国只有几所大学，主要集中在北京，

北京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

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

传播的主阵地、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孕

育地之一。

新修《上海通史》主编熊月之说，

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具备了共产

党诞生的多个有利条件：不断壮大的

工人阶级、国内出版事业的主要中心、

中外势力多头统治形成的政治缝隙、

便捷的交通和通信系统等，再加上中

国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懈努力，中国共

产党终于在这里登上了历史舞台。

“高尚的生活，常在壮烈的牺牲

中。”今天，行走在这两座城市里，一

处处红色印记，一个个英烈之魂，标

注着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

幸福、民族复兴矢志不渝、至死坚守

的真实故事。

成立伊始，这个政党就立志于成

为一个“强固精密”的组织。

理想不朽，初心永恒。100年后

的今天，当年50多人的政党，已成为

超过9100万名党员的世界最大执政

党。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中华

民族告别了近代以来的屈辱历史，实

现了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社会主义

中国在世界东方巍巍屹立……

“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国家

才能发生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

必须坚定不移跟党走！”国家博物馆

内，看完“复兴之路”基本陈列，山东游

客周立如的话说出了无数人的心声。

发展之城 活力之城

京沪航线、京沪高铁、京沪高速，

连接着两座超大城市，也见证“双城”

乃至中国的巨变。

京沪高铁“复兴号”，全程最快不

到四个半小时。而100年前，这却是

一段何等漫长的旅程？京沪百年，恰

似换了人间。

“我们奋斗了一辈子的首钢，越

变越美了。”北京首钢园，在百余米高

的首钢“3号高炉”观景台远眺，退休

职工张玉东感慨万千。

筒仓被改成北京冬奥组委办公

楼；多种自动驾驶车辆穿梭，老厂房

搭建为科幻体验馆……拥有上百年

历史的首钢园区，已成为北京城市复

兴的地标。

“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

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

梁启超1902年畅想的“上海开设大

博览会”，在100多年后变成现实，上

海向世界奉献了一届不朽的世博会，

江南造船厂原址变身世博园区，黄浦

江工业“锈带”正变成生活“秀带”。

从首钢园到上海江南造船厂原

址的“变身”，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城市

更新，京沪双城，每天都在发生着神

奇的“蝶变”……

“社会主义是要富的，不是要穷的，

是整理生产的，不是破坏生产的……”

100年前，李大钊发出这样的呼唤。

陈独秀则以笔为号，在《新青年》表达

心声：“为国家增实力”。

发自心底的呼吁，来自“落后就

要挨打”的锥心之痛——北京、上海

两座城市，都有着1840年以来遭受屈

辱的印记：作为清朝国都，北京竟然在

半个世纪内先后遭英法联军、八国联

军攻占，“七七事变”更在当时北平近

郊宛平城爆发；作为远东名城，上海

自近代以来租界林立，一度成为“十

里洋场”，西方殖民者在此嚣张跋扈。

1949年，北京、上海相继获得解

放，回到人民怀抱。经过几代人不懈

奋斗，今天的中国早已是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综合国力、国际竞争力大幅

提升，北京和上海的“双城故事”则

更加精彩：2020年两市GDP分别超

3.6万亿元、3.8万亿元，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分别为69,434元、72,232

元，迈入发达经济体中等水平……两

座城市都活力四射。

“新中国成立后，也就是中国共

产党在全国执政后，北京、上海这两

座直辖市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北京大学中共党史研究中心常务副

主任程美东说。

发展的步伐永不停歇。党的十

八大以来，北京、上海两地的发展，始

终受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高度重视，总书记亲自部署、亲自

谋划、亲自推动，两地党委政府紧扣

新的城市战略定位，按照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矢志

不移，奋力前行。

首批市级机关顺利迁入，城市副

中心生机勃发；大兴国际机场临空经

济区大踏步迈向“国家发展新动力

源”……北京始终牵住疏解非首都功

能这个“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

展取得明显成效，坚定迈向国际一流

的和谐宜居之都。

浦东开发开放不断展现新气象，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开

放全面深化……上海改革开放再出

发步伐显著加快，城市能级和核心竞

争力显著提升，国际经济、金融、贸

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朝着具有世

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

都市方向不断迈进……

为民之城 希望之城

“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胜

利之师露宿上海闹市街头……波澜

壮阔的历史中，总有些永恒的画面。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以人

民为中心。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

人民”，北京、上海这两座超大城市，

以实际行动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这一目标作出生动诠释。

如今，北京、上海两地居民人均

期望寿命分别超过82岁、83岁，而

1949年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仅有35岁；

20年来，北京的每月最低工资标准

从 435 元上升到 2200 元，上海从

490元增加到2480元；旧区改造持

续深入，生态环境不断优化……

为让居民和企业办事像网购一样

方便，北京和上海的“一网通办”改革

始终走在全国前列，政务服务实现

“网上办”“在家办”“自助办”，“12345”

热线则将党心和民心紧紧相连。

上海市黄浦区行政服务中心主

任陈瑶表示，以前，企业想在国外申

请注册商标需要远赴北京提交材

料。如今，该中心开设了马德里国际

注册咨询服务窗口，长三角的企业都

能在上海市中心咨询该业务。

为人民服务，永不停歇。

今年“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

公示中，来自北京、上海的两个人格

外特别：一位是多次出演过话剧《茶

馆》、今年94岁的北京人艺元老蓝天

野，一位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劳

模、今年90岁的黄宝妹。“工作中要

遭到‘拿摩温’（工头）的责骂、下班了

需要排队被‘抄身’。”13岁时在日本

工厂做工的黄宝妹曾饱受欺侮。

两名从旧社会走来的老党员正

迈向“新天地”：近几年，蓝天野还以

九旬高龄登上舞台，携北京人艺老中

青演员共同出演曹禺改编的话剧

《家》；黄宝妹在网站当起了主播，就

是“希望将共产党人的信仰和精神力

量传承下去”。

“100年前，大钊先生和当时的

许多革命先辈，为了中国的光明和未

来奔走呐喊；100年后，我们看到中国

今天已经非常繁荣，社会也很安定，

我想这是可以告慰他们的。”李大钊

的曾孙女李晓莉说。

这是两座希望之城：

——到2035年，北京将率先基

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拥有优

质政务保障能力和国际交往环境的

大国首都，成为彰显文化自信与多元

包容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

——到2035年，上海将基本建

成令人向往的创新之城、人文之城、

生态之城，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和充

分体现中国特色、时代特征、上海特

点的人民城市。

蓝图绘就，未来可期！

探 寻“ 红 色 之 路 ”：
境 外 媒 体 走 访 浙 江 上 海

本报讯 近日，应国务院新闻办公

室邀请，来自多家境外媒体的记者走访

浙江嘉兴和上海。从石库门里的中共一

大会址到碧波荡漾的嘉兴南湖，通过四

天的行程，他们探寻中国共产党的“红色

之路”。

活动首日，记者们来到近日在改版

提升后恢复对外开放的南湖革命纪念

馆。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他们欣赏了正

在举办的《红船起航》主题展。

主题展由“救亡图存”“开天辟地”

“光辉历程”“走向复兴”等四个部分组

成。借助按1:1比例复制的红船模型和

全息影像技术，展览通过声、光、电，复原

一大会议时代表们从白天到夜晚开会的

情景。

“沉浸式”的体验让参观的记者们身

临其境地回溯了中国共产党在国家风雨

飘摇、积贫积弱的情况下成立并发展壮

大的过程。

同样于近日修缮一新、正式对公众

开放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纪念馆也是记者们行程中的重要站点。

中共一大纪念馆副馆长阮竣介绍，修缮

后，纪念馆的基本陈列展厅面积超过

3000平方米，精选出的612件文物展品

也从多个侧面展现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和百年奋斗历程。焕然一新的中共一大

纪念馆已经成为“热门打卡地”，每日接

待游客峰值可达上万人。他也欢迎更多

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走进纪念馆，了解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这批记者还走访了嘉兴秀洲区油车

港镇、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中国

浦东干部学院等，通过欣赏优美的田园

风光、了解高新技术，感受中国乡村和城

市的发展。 （王婧媛 王思远）

上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
“红途”正式上线

本报讯 近日，上海红色文化资源

信息应用平台“红途”上线活动在中共一

大纪念馆报告厅举行。

上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拥

有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目前，全市拥

有红色资源600多处，包括旧址、遗址和

纪念设施。同时，上海整合博物馆、纪念

馆、展示馆等资源，以上海市政府名义命

名了7批共 147家市级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深入推进“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传承弘

扬工程，上海市委宣传部联合中宣部宣

传舆情研究中心，以及上海市各有关单

位，在“学习强国”“随申办”系统上建设上

海红色文化资源信息应用平台“红途”，

实现红色文化资源“一网统管”、红色文

化应用“一网通办”、红色文化载体“一站

服务”、红色文化资源信息“一站共享”，

推进上海市红色资源的展示利用、服务

管理向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发展。

据悉，上海全市379家革命遗址、旧

址和纪念设施，147家市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已首批入驻“红途”平台。内容建

设实现“6个100”，即百条精品线路、百

项特色展陈、百个红色视频、百项红色文

创、百名红途讲师、百项主题课程和体验

活动。 （孟歆迪 曹继军）

□ 康 淼 颜之宏

嘉庚精神新演绎、少先队队歌

续新篇……连续六届荣获全国文明

城市的厦门市，在建党百年之际，深

入挖掘当地红色文化资源，依托一

个个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开展形

式多样的党史学习教育，深化文明

创建，崭新的精神面貌让城市更加

熠熠生辉。

嘉庚精神的时代力量

“陈嘉庚代父还债，是诚信。”

“他卖了自己的房子办学，是爱

国。”……

日前，一群来自厦门翔安第二实

验小学的学生，来到陈嘉庚纪念馆参

观，并发表感想。

参观陈嘉庚纪念馆，感受陈嘉庚

办学理念、爱国情怀，已成为厦门中

小学生入学“第一课”。

“忠公、诚毅、勤俭、创新”，是嘉

庚精神的内涵。传颂红色经典、讲好

文明故事的“庚·读者”经典诵读活

动，成为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的载体。

厦门市民还自发成立了“嘉庚文

化志愿服务队”，常年宣传弘扬嘉庚

精神。集美浔江社区干部陈泽森就

是其中一员。作为社区义务调解

员，一到周末，陈泽森总是非常忙

碌，从房屋漏水，到车位画线，甚至

华侨老宅权属纠纷，他都积极出面

协调解决。

少先队队歌的时代传承

在厦门何厝小学内，有一座特殊

的“红领巾”纪念馆，讲述着当年学校

少先队员们在1958年“8·23炮战”

中的壮举。

炮战期间，这些少先队员帮助解

放军指战员接电话线、擦炮弹，闲暇

之余坚持读书学习。后来，他们的英

勇事迹被谱曲作词，代代传颂，这就

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我们是英雄的学校，孩子们入

校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纪念馆向先

辈学习红色精神。”何厝小学校长张

运红说。

2020年 3月的一天，张运红突

然接到一通“寻人电话”——一家媒

体要到他们学校寻找一位在街头发

口罩的男生。

原来，该校四年级学生姚铭昊发

现，由于当时口罩紧缺，一些辛勤服

务市民的快递小哥、外卖骑手只能反

复使用口罩，存在病毒感染风险。于

是，姚铭昊一家准备了口罩和感谢

信，走上街头，送给快递小哥和外卖

骑手，让他们倍感温暖。

红色文化引领文明实践

1926年，福建省第一个中共党

支部在厦门大学秘密诞生；1930年，

中共地下党组织发动“破狱行动”，从

思明监狱解救出被关押的40余名共

产党员……这些红色经典故事，深深

影响着厦门人民。红色文化，为文明

城市注入精神力量。

在厦门海沧，一支“小小红色宣

讲团”队伍走街串巷，宣讲厦门红色

历史和身边优秀党员故事，传递新

风尚；在翔安，理论宣讲轻骑兵走进

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通俗易懂地

解读党的创新理论……

厦门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文明

办主任赖朝晖表示，厦门市积极

创新，以市级新时代文明实践指

导中心为统领，构建起一套立体化、

全方位的新时代文明实践联动

体系。

志愿者，是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建设的“主力军”。无论是文明创

建、疫情防控，还是助残助困、生态

环保，志愿者活跃在各个领域。

““颂党恩颂党恩 传家风传家风””红色家风故事红色家风故事
接力宣讲活动在京推向高潮接力宣讲活动在京推向高潮
近日，全国妇联开展的红色家风故

事接力宣讲活动在北京各区联动举行，

将在全国普遍进行的“颂党恩 传家风”

主题活动推向高潮。图为孩子们在活动

现场合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