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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体新闻 15

北京首映获业内力赞

    昨天下午，

上海市体育局
和上海体育学

院共同召开新
闻发布会，正式

向 社 会 发 布
《2020 年上海

市全民健身发

展报告》。“报
告”显示，上海

全民健身发展
指数（“300 指

数”）总分 254.4

分，健身环境、

运动参与、体质
健康三方面情

况良好，继续处
于“满意”区间。

在运动参
与 方 面 ，2020

年最突出的进
展是经常参加

体育锻炼人口
比 例 增 加 了

2%（相当于增
加了近 50 万

人），由上一年
的 43.7%增加

到了 45.7%。这
一增幅是五年

来最大的，之前
四年上海市经

常参加体育锻

炼的人口比例
也一直在增加，

但增加幅度每
年都不到 1%。

60岁以上的老
年人参加体育

锻炼的人口比
例最高，达到了

63.0%。快走（健步走）和跑步依然是
上海人最爱参加的运动项目。

去年举办的上海市第三届市民运
动会，以“健康上海，人人来赛”为主

题，倡导线上线下融合的科学健身方
式，满足了疫情期间市民的健身需求。

第三届市民运动会共举办赛事活动约

7100场，共有 1093万人次参与，其中
包括：线上赛事活动 800场，参与人次

643万；线下赛事活动 6300 场，参与
人次 450万，掀起了全民健身热潮。

健身环境方面，上海人均体育场
地面积达到 2.35平方米，比 2015年

增加了 0.59平方米。截至 2020年底，
累计建成各类市民健身步道（绿道）、

骑行道总长度 1954公里，建成市民
益智健身苑点 17556 个、市民球场

2714片、市民健身步道（绿道）1669
条、社区市民健身中心 101 个、市民

健身房 186个。2020年，市民对于体

育场地的满意度指数为 85.6，呈现持
续增长态势。

体质健康方面，2020年上海市民
的体质达标率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其

中，成年人体质达标率 98.9%、优良率
75.0%；老年人体质达标率 99.5%、优

良率 72.9%；青少年体质达标率
97.2%、优良率 50.6%。上海共有社会

体育指导员 62086人，占常住人口比
例 2.5‰。上海市民的健身素养测评为
59.4分，比 2019年上涨 1分。

市体育局一级巡视员赵光圣表

示，上海全民健身总体发展水平位居
全国前列，“十三五”主要目标任务基

本完成，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持续
完善。“十四五”时期，上海要以编制实

施新周期全民健身实施计划为契机，
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

系，建设国际知名、全国领先、上海特
色的全民健身活力城市，营造“处处可

健身、天天想健身、人人会健身”的全
民健身城市环境，通过全民健身厚植

城市精神、彰显城市品格，进一步推动

全民健身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志灵

经
常
运
动
人
数
增
加
近
五
十
万

去
年
《上
海
市
全
民
健
身
发
展
报
告
》昨
发
布

《1921》明正式上映

木木木偶偶偶“““小小小报报报童童童”””
唱唱唱起起起“““报报报童童童之之之声声声”””

    “我想，我们这次创作就像在迷雾中寻找

一盏灯，这盏灯就是百年前那些鲜活的年轻人
们，我们跟大家一起，朝着光走过去。”将于 7

月 1日正式上映的电影《1921》前晚在北京举
行了首映礼，影片主创到场与观众进行交流与

分享，监制兼导演黄建新坦言，时隔十年，再拍
建党题材希望能有新的突破。

联合导演郑大圣对观众用“充满细节和青

春气息，代入感很强”评价《1921》，十分触动：
“这次是学习的过程，不仅是跟着黄导学习，还

是回到历史现场的学习。挖掘史料，调查细节，
才能让人物不再是冰冷的词条或是一行字的

记载，而是活生生的人。”
再度饰演毛泽东的王仁君，在《1921》中挑

战塑造主席的青年时代。为此，他研读了 1922

年以前与毛泽东相关

的大量史料：“希望能带着充
沛的情感，走近年轻时候的毛主席，去体悟他

的风华正茂和青春热血。”已经参加过影片多
次路演的他，被很多观众的评价打动：“有一位

观众看了主席奔跑的戏很受启发，说‘如果走
不了路，那我们就跑起来’。当时我就觉得，这

部电影就是为了带给大家这样的力量。”
刘昊然因诠释出了刘仁静热血澎湃的少

年意气，颇受观众好评。他说：“作为一名年轻

演员，通过参演《1921》，认识到了其实年轻人
可以做的事情有很多，比如这些先辈们，敢想

敢为，一步步改变整个国家！”张颂文诠释的
何叔衡，是一大代表里年纪最长的一个，因其

生动活泼的细节和充满感染力的表演，成为观

众眼中最鲜活的人物之一。现场他动情分享幕

后故事：为了诠释好何叔衡跳崖前的心理活
动，他代入人物角度，给“好友润之”写了一封

信，内容是“希望我们能共同见到胜利的曙
光”。所以，在牺牲之前，他虽然满含热泪，但嘴

角是挂着笑容的。这样对人物的用心打磨和虔
诚致敬，也叫全场观众数度自发鼓掌。

当天的活动现场还来了很多业内的导演

和演员，大家都觉得《1921》是建党百年之际中
国电影人通力为党的生日准备的一份精美礼

物，更国际化的视角、更年轻态的表达方式，呈
现了一份足够独特也足够动人的主旋律电影

新篇章。 首席记者 孙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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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悠久的黄浦区报童小学，第一次迎来

一群木偶“小报童”，那首著名的《卖报歌》也重

新唱响。日前，上海木偶剧团创排的海派木偶音

乐剧《报童之声》率先在这里亮相，并将于 7月
在仙乐斯演艺厅展开首轮预演。

《报童之声》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临近解
放的上海，一群挣扎在贫困生活中的流浪孩子

卖报讨生活，但在报童学校年轻的共产党员艾
可馨老师的教导下，他们学习知识，懂得道理，

走上了革命道路。小报童们不断为地下党递送
情报，排摸敌情，为迎接上海解放做出了特别

的贡献。

这段故事取材于真实的历史。报童小学的

校史讲解员刘轶蕾介绍，1938年春，著名教育
家陈鹤琴在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参与下，先后

在上海创办了十所报童学校。开办初期在校教
师有 50余人，学生 500多人。其中，地下党委

派多名党员到报童学校任教。报童们在这些老
师的指引下白天卖报，晚上到校学习文化，接

受救国启蒙教育。

抗战期间，报童们开展了一系列的爱国救
难活动。在地下党的领导下，报童们团结一心，

坚决不卖汉奸报《中华日报》。在地下党的教育
下，有许多报童还入伍参军，肖舟便是其中有

代表性的一位。1948年初，一度停办的报童学

校重新唱响了《报童之歌》。陈鹤琴先生还为
学校的校歌作了词。中共地下党派了张家昌、

施仲华、陈寿昌、李中、李涛等同志到报童学
校担任教师。

1949年 2月，中共报童学校党支部正式
建立。年龄较大的报童则被组织起来成立了

报童近卫军。他们侦查敌人布防情况，绘制地
图送给解放军。1949年 10月 9日，学校正式

被命名为“上海市立报童学校”，报童们怀着
感激之情曾给毛主席写过两封信。毛主席还

题了词：“儿童们团结起来，学习做新中国的

新主人！”
当木偶艺术碰上音乐剧，便展开了旋律与

操纵艺术的新舞台空间。在报童学校亮相的片
段中将歌舞有机穿插在木偶表演中，近距离观

察这些人偶，你会发现它采用了 3D打印技术，
制作成了可旋转的西瓜头、会说话的眉毛、可

遮挡的外衣、会伸长的双手等机关，让表演更
加趣味真实，让人物更加打动人心。

上海木偶剧团团长何筱琼介绍，此次剧目
创作中，除了运用短杖头木偶灵活细腻的表演

优势外，还融合了善于情感表达的挑杆木偶，
专于立体视觉的光影叠加。多重木偶样式的统

一展现，丰富了剧中的人物动线，突显了海派
木偶艺术不断融合创新的发展理念。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