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光是这 9 处在册的烈士纪念设

施， 在黄浦， 已查明的革命遗址遗迹及

其纪念馆、 设施等共有 143 处， 从全市

层面来看， 黄浦区的革命历史旧址遗迹

层次之高、 数量之众在上海市位列首

位。” 黄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主任谷莺

告诉记者， 在探索公益司法保护“黄浦

方案” 的过程中， 黄浦检察院公益检察

官每年都会跟随 《黄浦·红色起点》 的

记载， 对全区红色资源场所保护现状做

全面体检， 梳理出问题清单及保护监管

难题， 持续开展红色资源保护。

谷莺介绍， 就在今年， 黄浦检察院

在重走红色路时发现， 茅丽瑛烈士塑像

等 4 处烈士纪念设施标识牌上的二维码

无法扫出内容， “标识牌、 二维码记载

的是英烈纪念设施的基本信息， 也是识

别烈士纪念设施形象， 凸显场景庄重、

肃穆氛围的重要载体。 纪念碑上的二维

码看着都还是簇新和完整的， 问题到底

出在哪儿呢？”

为了寻找问题的答案， 公益诉讼检

察官在办案中借助第三方力量， “后来

经过专业技术人员的分析， 可能是纪念

碑牌在制作过程中裁剪过度造成局部缺

失。” 谷莺告诉记者， 此后， 黄浦检察

院将此问题通过区里反馈给市相关部

门， 在全市展开了一场针对英烈纪念设

施二维码标识牌的查漏补缺， 对其中存

在问题的点位予以了完善。

“针对红色资源树碑立牌的问题，

我们通过排摸全区近 60 处红色资源重

合区文保身份的点位， 并商议在区文保

点保护铭牌二维码中增加红色资源展示

内容， 以应对目前无法实现所有红色资

源树碑立牌的情况。” 谷莺透露。

数据显示， 截至目前， 黄浦检察院

在红色资源领域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立案

12 件， 磋商 5 件， 制发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 7 件， 民事公益诉讼立案 1 件， 制

发社会治理检察建议 1 件。 “红色文化

是上海城市文化的重要组成， 通过发挥

法律监督职能， 与相关行政机关同向发

力， 推动从‘细处’ 着眼， 全面、 精细

履行管理职责， 使辖区内红色资源得到

充分保护和利用， 有效维护了社会公共

利益的同时， 也让红色血脉得以赓续。”

谷莺表示。

二维码标识缺角？ 推动全市点位“大体检”

听见红色电波 记录秘密电台里的“声音”

就在距离法电六烈士纪念堂仅约 1

公里的瑞金二路上， 有一栋三层老洋

房， 这里是黄浦区第二牙病防治所。 而

今， 有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这栋建筑的

三楼， 曾经是秦鸿钧烈士在上海设立的

秘密电台旧址。

让老房子里的红色电波回响在当下

的背后， 正是公益检察的跨时代守护。

根据史料记载， 1937 年淞沪抗战

爆发后， 秦鸿钧受命从苏联返回上海建

立秘密电台， 确保与共产国际远东局的

联系。

“在这里， 为了严防夜间透光和发

出电报声， 秦鸿钧用双层窗帘遮窗， 厚

纸密封缝隙。 这让阁楼到了夏季酷暑难

耐， 冬季则严寒侵骨。 可就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 秦鸿钧在 9 年时间里为解放区

传递了许多重要情报。 1949 年 5 月 7

日， 奋战在隐蔽战线的秦鸿钧英勇就

义， 此时距离上海解放只有 20 天。”

黄浦检察院公益检察室检察官邵怡

是这起案件的承办检察官， 在跟随“红

色地图” 重走来时路的过程中， 邵怡被

这段红色往事深深打动， 同时也发现了

铭牌磨损缺漏、 红色场所未经利用以及

和法电六烈士纪念堂一样依规未落实向

公众开放等一系列管理问题。

“当时， 秘密电台旧址被牙防所

当成了机房在用， 内部空间未做历史

复原， 只在机房门口挂着一块不可移

动文物的碑牌， 但上面的碑文字迹已

经磨损。” 邵怡坦言， 呈现在眼前的保

护现状与其印象中的红色地标相距甚

远。

在走访调查并查实相关情况后， 黄

浦检察院随后启动磋商程序， 推动相关

部门加以整改。 “在沟通中， 管理方对

于内部办公人流和参观客流交叉所带来

的管理难题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对此，

我们联合区房管局、 文保所、 牙防所等

多家单位协商最符合文物保护利用的方

案， 最终从讲好英烈故事的角度达成了

整体修缮的方向。”

在近日开展“回头看” 过程中， 邵

怡发现， 秦鸿钧秘密电台旧址史料展陈

室在今年已顺利竣工并正式启用。 展陈

室在保留原有展陈资料内容的基础上，

还加装了信息化展示设备， 增加了秦鸿

钧烈士后人秦岭先生捐赠的手电筒、 电

烙铁等实物展品， 并定制了秦鸿钧秘密

电台旧址楼梯模型进行展示。 “这些扩

充的展陈， 让这段红色往事得以活化，

记录下一串‘永不消逝的电波’。” 邵怡

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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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季张颖

重庆南路 275 号， 现址

为上海巴(第四公共交通有

限公司,门口， 一块镌刻有

“法7六-(./0” 字样碑

文,56导览牌静穆树立在

这+， 将原本藏身在办公区

裙楼+那段关于工人运动,

56故事向世人讲述99

“以前仅限内部参观，

现在预约时间和联系方式都

标识在上面， 真正实现对公

众开放了。” 冬至前夕， 再度

来到这一56点位开展“回头

看”活动，黄浦区人民检察院

公益检察官黄一力看着新添

置,导览牌不禁感到欣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诞

生地， 像法7六-(./0

这样,在册-(./设施现

有 76 处， 其中， 初心始发地

黄浦共涉及 9 处， 占比位居

全市前列。

近年来， 黄浦检察院对

全区56资源场4保护现状

持续开展全面体检， 通过检

察公益诉讼让一批56点位

实现对公众开放， 并推动全

市 76 处-(./设施标识牌

二维码得到维护补缺。

跟随公益检察官,脚步，

近日记者实地踏上这段56

之旅， 在一个个56地标中

沉浸式感受公益检察守护城

市56记忆,点点滴滴。

“上海是全国工人运动的重要发源

地， 中国共产党从在上海诞生之日起，

就致力于工人运动， 其中， 法电是较早

在党的领导下开展工人活动的革命堡

垒， 在长期激烈而复杂的斗争中法电工

人始终站在上海工人斗争的前列……”

这是一段摘自 《上海法电工人运动

史》 序言中的文字， 手写的底稿还留着

泛黄的痕迹， 在位于巴士四公司裙楼一

号楼底楼的法电工人运动纪念馆内， 这

段文稿被裱框作为纪念馆的前言， 讲述

着法电工人运动于历史的分量。

“这里原址是 1906 年法国资本家

开办的‘法商电车电灯公司’。 在法商

资本家的大肆压迫下， 1926 年‘法电’

正式成立了中国共产党党支部， 开始了

顽强、 英勇的斗争， 为中国工人运动史

抹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黄一力告诉记者， 为了纪念在革命

斗争中牺牲的法电烈士， 解放后， 在巴

士四公司原址上建立了法电烈士纪念

堂。 在纪念堂内， 记者注意到， 这里展

陈了大量法电时期革命斗争的珍贵照片

资料、 手稿文件和工作物件， 其中有当

时工人手写的入党申请书， 也有工人使

用的印章、 工具等。 在陈列着六烈士石

碑的展陈区域内， 装饰的点点繁星和

“虽死犹荣” 的牌匾， 营造出一种宁静

悠远的追思氛围。

“这些都是修缮后的成果。” 黄一

力告诉记者， 在最初的走访调查中， 检

察院发现纪念堂作为英烈设施当时仅限

于对内使用， 外观无显著的纪念设施标

识， 导致公众无从知晓纪念堂所在区域

及进行瞻仰悼念， 让烈士纪念设施的纪

念价值、 宣传教育功能无法得到充分展

现， 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

士保护法》 《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

法》 等相关规定。”

黄一力介绍， 为此， 在去年 9 月，

黄浦检察院邀请人民监督员、 益心为公

志愿者、 人大代表等担任听证员， 对法

电六烈士纪念堂等烈士纪念设施维护利

用、 弘扬传承的必要性开展听证会，

“通过听证大家达成共识， 认为烈士纪

念堂作为铭记历史、 缅怀先烈， 学习革

命精神、 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的重要

场所和纽带， 应向社会公众开放。”

之后， 黄浦检察院向相关部门送达

行政公益诉讼检察建议， 并同步向法电

六烈士纪念堂的管理单位制发社会治理

检察建议。 “今天通过‘回头看’， 我

们发现整体修缮已落实到位， 开放方式

和时间也已形成具体计划， 真正实现向

公众开放。” 黄一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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