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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综述之一

铸魂 为奋进新征程固本培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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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初夏上海的城市一景———

中共一大纪念馆， 上海芭蕾舞团的

舞蹈演员们参观完“伟大的开端———中

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 转入“云

端”， 分享他们用芭蕾语汇赓续红色血

脉、 创作舞剧 《百合花》 的台前幕后

事。 半个多小时直播， 近 15 万人次观

看。

同一天， 复旦大学博士生讲师团成

员赵习尧与陆家嘴金融城的白领丰亦舟

都早早出发， 登上“科创巴士”。 两位

00 后化身宣讲员， 随车穿梭于浦东新

区 30 余个科创地标， 用年轻人的鲜活

语言为参观乘客解码上海的创新基因。

浦江两岸， 越来越多普通市民在日

常一瞬、 平凡一刻中体会到思想的伟

力。 类似的一幕幕场景， 正是这座城市

以党的创新理论指路引航、 推进物质文

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的鲜活缩影。

民族复兴需要精神引领， 社会发展

需要价值导航。 建设习近平文化思想最

佳实践地一年多来， 上海坚持不懈用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

铸魂， 坚守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 在文化交汇融

合中进一步壮大主流价值、 主流舆论、

主流文化， 为奋进新征程固本培元。

大众化传播，拓展党的创

新理论普及半径

一人一麦， 赵习尧的“移动课堂”

在巴士、 社区、 校园。 身为上海市大学

生理论宣讲联盟一员， 他能与同龄人达

成共鸣， 共启“青年何为” 的思考； 也

曾打动社区居民， 阿姨爷叔与他约定，

下一次接着宣讲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

神。

“做好宣讲， 既要深入学习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阐明其

中蕴含的道理、 学理、 哲理， 又要深入

生活捕捉细节， 选取大众有感知的故

事、 听得懂的语言。” 小赵同学说，

“边宣讲边学习， 边体悟边实践”， 他切

身感受到科学理论能穿透不同圈层。

上海坚持把科学思想作为最有力的

引领， 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落地生根、 开

花结果———

2024 年， 上海已获立各类国家社

科基金项目 654 项。 其中， 国家社科基

金年度项目、 重大项目、 中华学术外译

项目和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立项数均居全国首位， 为构建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贡献上海智慧。

同时， 《“上海智库报告” 文库》 集全

市之力， 重点打造具有思想穿透力、 创

新引领力、 破圈影响力的新型智库品

牌。

要建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学习高地、 研究高地、 宣传

高地， 上海更注重把鲜活的思想讲鲜

活———

继在全国率先面向公众开放， 上海

社会科学馆再领风气之先， 于今年 5 月

开辟国内首个以“马克思的学习与生

活” 为主题的多维展陈空间。 新亮相的

马克思书房通过沉浸式观展、 场景化体

验等新形式， 让人们感悟真理、 探寻马

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现实启示。 上

海主流媒体也以百姓视角、 百姓语言、

百姓情怀推动理论与大众“零距离”。

解放日报 《百姓话思想》 以“平民化、

原生态、 纪实性、 讲故事” 为特色， 文

汇报《大家聊创新》 《大家聊中国式现

代化》 等短片融合学理观察与场景案

例， 见微知著诠释思想伟力。

如今在上海， 传播党的创新理论渐

成许多人的行动自觉。 曾收到习近平总

书记回信的复旦大学《共产党宣言》 展

示馆党员志愿服务队， 优化讲解和史料

搜寻， 助更多参观者找寻“真理的味

道”； “老杨树宣讲汇” 全体同志按照

习近平总书记回信中的要求， 持续向基

层群众宣讲人民城市理念等。 数据显

示， 去年上海累计开展各类主题宣讲约

9 万场。 正是大众化传播， 拓展了党的

创新理论普及半径， 使其“飞入寻常百

姓家”。

培植精神家园，让红色文

化浸润城市生活

南京路步行街， 张耑被“红色文化

季” 主题视觉装点的服务亭吸引。 她刚

获得首届上海红色网络微短剧剧本大赛

最佳创意奖， 打算申领一本《光荣之城

红色“沪” 照》， 跟着覆盖全市 16 个

区、 串联 40 处革命旧址和红色场馆的

“红色印记” 寻访活动， 继续深挖城市

红色宝藏。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初心

始发地、 伟大建党精神孕育地。 统筹做

好红色文化资源深度挖掘、 研究阐释和

保护利用工作， 是上海建设习近平文化

思想最佳实践地题中应有之义。 一年多

来， 上海制定“党的诞生地” 红色文化

传承弘扬工程全面提升计划， 发布全国

首部红色资源传承弘扬和保护利用蓝皮

书， 着力培植我们的精神家园， 让红色

文化浸润城市生活。

兴业路 76 号， 庄重的石库门小楼

已成大众心中独具魅力的上海地标。 中

共一大纪念馆内外， 多种展陈与体验不

时上新。 参观者可在全国首个大空间

VR 红色文化沉浸式体验展“数字一

大·初心之旅” 中， 戴上 VR 设备， 由

“初心码头” 登船， 穿越回 1921 年的上

海； 也能通过汉字解码、 文物探索等闯

关活动， 更全面了解百年前的五卅运

动。 中共一大纪念馆党委书记、 馆长薛

峰说： “我们将红色元素融入新时代城

市生活， 希望更多人、 尤其是年轻人对

党的初心使命形成深刻记忆、 情感共

鸣。”

上海文艺工作者亦反复走进兴业

路， 从党史佳话里挖掘创作最动人的源

泉， 以一部部饱蘸红色文化、 中国精神

的作品， 努力打造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播

高地。 原创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 迄

今演出超 700 场， 是新时代海内外演出

场次最多的红色经典， 同名舞剧电影被

评论界称赞“为红色经典注入新质审

美”。 话剧 《向延安》 自上海开启全国

巡演， 从北京到澳门， 许多人从青春颂

歌里感知理想的模样。 孙甘露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 已达成十余个语种版权

输出意向， 广播剧、 评弹、 舞台剧以及

制作中的影视作品等， 将共同定格隐秘

而伟大的群像。 还有一朵“百合花” 静

待绽放， 改编自茹志娟同名小说的原创

芭蕾舞剧 《百合花》 将于 7 月首演。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党史是最好

的营养剂， 沁入城市的红色血脉激发人

们心底最持久的爱国情。 “红途” 快闪

在鲁迅纪念馆举行， 百多位市民早早排

起长队。 几天后， 崇明区一场公益徒

步， 引导青年由脚下鸟语花香的土地，

回望红色历史、 传承革命精神。 徐汇

区， 新时代文明实践特色街区“红蕴”

名声在外， 因“红蕴汇新知” 讲师团深

入街区， 把红色地标变为“家门口的红

色课堂”。 网络端， 党史微视频等多形

式“大思政课” 广受好评， 传承红色文

化、 赓续红色血脉， 已成沪上青少年的

新风尚。

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面

向未来，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

5 月 30 日， 《上海六千年： 海纳

百川的文明之路》 首发。 该书勾勒上海

六千年文明演进之路， 溯源“五个中

心” 的历史根脉， 在文明长卷中解开城

市精神的基因密码———从中华文明南北

交融到中西文明交流互鉴， 上海始终以

海纳百川的胸怀拥抱世界， 以面向未来

的姿态开拓进取。

知所从来， 方明所去。 过去一年

间， 上海考古成果发布机制建立。 市文

物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 此次建立机

制， 除了发布相关成果， 同样重要的，

还在于做好价值阐释与展示， “用老百

姓听得懂的语言阐释考古成果， 揭开何

为考古的神秘面纱， 推进考古成果转化

为公共文化资源”。 现在， 位于杨浦滨

江的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大棚内， 考古

试掘工作正持续推进。 一座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古船与考古博物馆， 也是全球一

流的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上海博物

馆北馆” 将在长江口二号古船考古站的

基础上拔地而起， “边考古、 边阐释、

边惠及大众”。

在这片“不忘本来、 吸收外来、 面

向未来” 的热土， 上海着力赓续中华文

脉， 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 让人们记

得住历史、 记得住乡愁， 坚定文化自

信， 增强家国情怀； 也重塑重构国际传

播， 将黄浦江畔打造成为向世界展示中

华文化的重要窗口。

中法建交 60 周年时， “奔流： 从

上海出发———全球城市人文对话” 项目

首季落地巴黎， 豫园灯会闪耀法国， 上

海昆剧团携全本《牡丹亭》 赴法巡演掀

热潮， 东方美学、 中华文化不断点亮国

际文化交流的灯火。 不只是中法文化互

鉴往来， 今年 2 月， 舞剧《朱鹮》 巡演

日本， 66 天跨越日本 30 城， 奉献 55

场演出； 而在智利、 阿根廷， “魅力上

海·无限未来” 上海城市影像展吸引观

者驻足， 出自 IP SHANGHAI 共创平

台的 80 幅影像作品， 将当代中国的勃

勃生机与今日上海的开放包容， 带到大

洋彼岸。

随着“China Travel” 持续升温，

一站式对外信息服务平台 City News 

Service （CNS） 创新举措， 聚焦来沪在

沪外籍人士需求， 多语种、 多渠道发布

城市服务资讯，形成“线上线下联动、内

容服务并重”的传播格局，帮助外籍人士

融入上海、喜欢上海。 紧抓上海打造“入

境旅游第一站” 契机，CNS 入驻市文旅

局下属旅游咨询服务中心、 北外滩国客

中心、东航电子娱乐系统等，进一步做好

知华友沪境外人士的服务引导。

去年起， CNS 运营方上海日报推

出“火花内容共创计划”，邀外籍博主共

创。 25 岁的挪威小伙子乌力是该计划参

与者之一。 他的镜头下，有陆家嘴“三件

套”、网球上海大师赛的激情活力，更有

从元宵、清明、端午到中秋等佳节时分的

中华传统习俗。“上海是一个各个国家和

各种文化相会的地方， 充满机会和梦

想。 ”乌力说，中国就是他的第二故乡，

“我的梦想是要让世界了解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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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各地法院充分利用审判资源

优势， 持续开展形式多样、 有声有色的

禁毒法治宣传， 揭露新型毒品各种伪装

和滥用危害， 增强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

年识毒防毒拒毒的能力。 针对办理新型

毒品案件中发现的制度漏洞、 监管盲区

及薄弱环节， 及时向有关部门制发司法

建议， 努力实现“办理一案、 治理一

片” 的目标。

面对新的毒情形势， 人民法院高度

重视新型毒品犯罪问题， 依法精准惩处

新型毒品犯罪， 特别是对于以未成年人

为主要犯罪对象和利用未成年人实施的

新型毒品犯罪， 对于利用麻精药品的镇

静、 麻醉功能， 实施强奸、 猥亵、 抢劫

等犯罪的， 坚决依法从严惩处。 对于涉

医疗用麻精药品案件， 既坚决惩处导致

麻精药品流入非法渠道的犯罪， 保护人

民群众免受麻精药品滥用之害； 又严格

区分罪与非罪界限， 保障人民群众合理

用药需求， 确保案件定性准确、 罚当其

罪。

最高人民法院持续开展好新型毒品

犯罪新情况新问题的司法应对， 通过各

种方式加强对此类案件的审判指导， 截

至目前， 人民法院案例库中毒品犯罪案

例在刑事案例中占比为 7.46%。

最高法：毒品犯罪案件数量呈下降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