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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结果：解决采纳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全文公开

宝府〔2024〕40号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关于对市十六届
人大二次会议第 1113 号代表建议的答复

尊敬的唐吉慧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对宝山红色文化、海派文化的时代化的建

议”收悉，经研究，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宝山位于长江入海口，固守上海北大门，百年开埠、百年

工业、百年市政、百年教育、百年军事的“五个百年”历史文脉

底蕴深厚，承载着上海近现代发展的缩影。

近年来，宝山不断传承弘扬以抗战精神为本色的红色文化，

共有 12处文物被列为上海市革命文物，2处评为优秀历史建筑，

不断创新以钢铁工业为基础的的工业文化保护利用新模式，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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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焕发逾七百年历史的“金罗店”江南古镇新活力。饱经历史岁

月洗礼的大中华纱厂和华丰纱厂遗址、山海工学团遗址、新四

军吴淞情报组遗址等 90处不可移动文物、经久不衰的沪剧、罗

店龙船、罗泾十字挑花等 47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和吴淞滨江带的

81个吴淞文脉地标，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宝山符号。

一、建立传承宝山文脉的协调机制

为弘扬红色文化、彰显江南文化、发扬海派文化，保护挖

掘、传承利用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和文

化影响力。借助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契机，宝山建立了各部门

协同保护工作机制，成立“宝山区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领导小

组”，形成强大合力，共同为做好文物保护利用、文化遗产传承

发展、历史文脉赓续绵延而努力。在此基础上，文物部门持续

推进遗产资源调查和研究工作，深入开展中国共产党与上海抗

战、中国共产党与上海解放的历史研究，聚焦“五个百年”精神

图谱，深入挖掘文化内涵，梳理形成“五个百年”历史脉络和当

代表达体系。

二、聚力传承弘扬宝山红色文化

宝山始终聚焦主题主线，不断强化红色资源保护和利用。

以红色文化传承弘扬民心工程为抓手，不断夯实红色文化宣传

教育基础，在红色文化展示主阵地广泛开展建党、国庆、烈士

纪念、上海解放等重要纪念日和清明等传统节日的仪式教育，

传承红色基因。不断壮大红色文化品牌项目集群，做深做实“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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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风华”“思政红课堂”“来自文物的声音”“周末升旗仪式”等文

旅特色品牌。不断深入挖掘革命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充分凸显红色资源的社会价值。不断发挥文博场馆功能，创新

内容表述形式，以更多展览精品服务群众，持续推动馆际间资

源整合和合作联动。

三、深入思政课改革创新，聚力推进“大思政课”建设

近年来，宝山教育坚持深入推进思政课改革创新，持续打

造优质课程资源、孵化特色育人品牌、培养优秀师资力量，创

新协同运行机制，构建形成了思政教育元素融通一体、各学段

有机衔接、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联动的“大思政课”育人共同体，

着力筑牢宝山学子思想政治教育的思想之基、中国之魂。通过

开发区域研学课程，不断拓宽“实践育人”途径，推进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引进科

学评估体系，以特色研学课程为载体，创建一批有品质的研学

路线。此外，宝山教育积极探索“大思政课”综合改革的新路径

和新方法，构建起具有宝山特色的“大思政课”育人新模式。未

来，宝山将组织区教育系统各中小学校书记、校长带头走进思

政课堂，书记、校长作为思政育人的“领跑人”，发挥学校领导

干部带头推动学习思政教育工作的模范作用，用实际行动为广

大教师上好思政课作出了良好的表率，在推进宝山教育系统思

政课堂改革创新的同时，助力宝山教育高质量发展。

四、创新工业遗产保护利用新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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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高度重视大中华纱厂及华丰纱厂遗址的保护和更新利

用工作。在保护方面，通过每季度卫星检测工作，防止违规拆

除的现象发生；在活化利用方面，推动对大中华纱厂及华丰纱

厂旧址上的诸多历史建筑实施保护性修缮，打造了“半岛 1919

文化创意产业园”，成为了上海“滨水时尚新地标”。

市房屋管理局自 2022 年起建立优秀历史建筑调查评估制

度，定期对优秀历史建筑的保护管理情况进行全面、深入的调

查评估，宝山严格落实市级部门相关要求，进一步加强优秀历

史建筑的保护管理。如在 2022年完成吴淞电报电缆房的历史建

筑智能监测设备的安装对接，并于 2023 年起开展优秀历史建筑

年度调查评估工作，根据评估结果，该处建筑整体室内外格局

保存完好，但外立面和室内由于长期空置，出现一定程度的病

害破损，宝山将按照调查评估提出的修缮要点，抓紧时间落实

修缮工作。

五、举办五个百年阶段研究成果展

张謇曾主持吴淞第二次开埠，创办吴淞商船专科学校、江

苏省立水产学校，为宝山“五个百年”奠定了基础。为不断深入

推进“五个百年”赓续传承工程，在张謇诞辰 170 周年之际，宝

山区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举办《张謇在宝山—中国早期现代

化的探索》专题展，通过追寻张謇在宝山实业、教育、开埠等

方面的中国式现代化探索实践的先进理念和足迹，弘扬张謇等

先贤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企业家精神，传承宝山深厚底蕴和延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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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脉，实现“五个百年”赓续传承工程首个成果落地转化。

六、创作更富精神内涵的文艺精品

聚焦提升围绕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的文艺创作

水平，以群文新人新作展评展演、街镇“一地一品”“宝山星舞台”

等为平台和载体，发掘具有宝山地域特色的原创作品。依托群

文新人新作、群星奖等各类赛事，挖掘基层优秀文化资源及江

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特色基因，着力打造具备时代特

征、中国特色、上海特质的原创精品文化文艺精品力作。

七、精准施策焕发宝山文脉生机

近年来，宝山不断丰富文旅业态新体验，大力发展新型文

旅产业，持续深入推进“科技+艺术”“传统+现代”“感知+体验”

及农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度假区重点文化项目，

提升炮台湾湿地公园和河口科技馆功能，推动邮轮港在候船大

厅、出入境通道等区域增添主题统一、富有表现力的文化元素，

讲述宝山故事，增加宝山元素在邮轮游客进出境动线的显示度。

未来，宝山将在上海国际邮轮旅游度假区内，深入实施革命文

物发掘工作，不断夯实宝山红色文化底蕴，积极打造多主体、

多类型、多空间共同繁荣的文旅消费生态，不断丰富体验内容、

强化体验设计、深化体验内涵，满足游客求新、求异、求奇、

求美、求知等多元化需求，打造红色研学游、“趣”宝山四季微

游、“建筑可阅读·宝山人文漫旅游”“非遗新体验”美育微旅行等

系列主题旅游线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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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宝山将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围绕上海

市委提出的“打造文化自信自强上海样本，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

最佳实践地”目标要求，聚力让宝山历史文脉赓续延绵，让文化

遗产焕发新生，让人文魅力得以彰显，为奋进“北转型”提供强

大精神力量和有利文化条件，谱写新时代宝山文化新篇章。

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2024年 5月 17日

联系人：范成诚 联系电话：56691011-2102

联系地址：密山路 5号 邮政编码：201900

抄送：市政府办公厅建议提案处，市人大常委会代表工作委员会。

上海市宝山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4年 5月 17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