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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看可听可游可品
“文化服务日”今天线上线下同步启动

    “女儿知道要来参加手工活动，早上 6

点就嚷嚷睡不着要过来了。”在黄浦区文化
馆门口，市民黄先生和女儿在开馆前已经

到现场等候。今天是上海市民文化节“文化

服务日”，由黄浦区文化和旅游局打造的
“日欣阅艺游黄浦———文旅融合打卡活动”

率先拉开全年的文化活动序幕。

打开随申码截图，量好体温，黄先生和
女儿熟门熟路直上五楼。活动场地已经布

置成了大观园的模样，传统文化爱好者自
发穿上了汉服，在各个背景前打卡拍照。一
张香案铺上了雅致的桌旗，手工活动的成

品一一摆放在上面，有“十八子”手串、永生
花团扇、茶具、手工皮具点缀的包包。

行走间，古筝音乐萦绕耳间，四张大长
桌分隔在四个小空间，各项手工活动原定

于上午 9时开始，没想到热情的市民提前
半小时就坐满了。在手工老师的指点下，市

民按照喜好，在团扇上摆放了自己喜爱的
干花，裁剪成不同的形状，还有一位市民别

出心裁地放上了一朵新疆棉花。
在三楼评弹主题馆和五楼非遗展厅，

有不少市民闲庭信步于评弹主题展览和
“纯银之美———海派银器珍藏展”，观赏江

南文化和海派文化的精美。
从黄浦区文化馆出发，上午 10时启动

了一场老城厢文脉探寻。专属导游带着市
民在行走中阅读老建筑，当大家来到上海

旅游咨询服务中心大世界门店（演艺大世
界服务中心大世界店）时，有人一眼认出：

“店长不是薛文彬吗！”原来，海派滑稽戏演
员薛文彬是这家店的“明星店长”，这场不

期而遇让人惊喜万分。

一项项特色文旅体验，让市民朋友在
行走中触摸黄浦的文化底色和城市温度，

旅游中的“小美好”见证着市民生活的“大
幸福”。 本报记者 赵玥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今天下午，在上海

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新民晚报的品牌活动之
一、市民读书会第 21场“百年风华路”系列首

场活动“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步”上，著?党
史、军史专家刘统教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

一个个的故事和一个个细节，对前来的读者

一一作解答。
刘统曾先后师从史学大家王仲荦、谭其

骧，他以古代史的方法研究党史，在档案资料

里洞察历史的细节，回到现场去感受历史的

余温。他说：“我力求无一字无出处，真实反映
历史，绝不拔高，让读者自己从那些可歌可泣

的故事中，从那些有血有肉的先驱身上，感悟
到党的伟大。”

刘统最新出版了力作《火种———寻找中
国复兴之路》，他认为，要讲党史最重要的还

是要讲清楚一点，就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不
是孤立和偶然的，而是历史时代发展的产物。

刘统认为，20世纪初的庚子赔款把中国

拖入了灾难的深渊，这使得中国的仁人志士
都想要推翻旧的王朝。“资产阶?革命者的软

弱、内耗、涣散和其他种种，使他们无法组建
一个坚强的政党。幻想破灭后，先进的知识分

子去寻找新思想、新主义。五四运动唤起了全
民的爱国热情，一群革命青年脱颖而出，他们

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联系群众，在共产

国际的帮助下，建立了中国共产党。”

漫步老城厢
感受小美好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起步”

文体特写

2021 上海市民文化节在春
日明媚的今天如约启幕，“文化
服务日”首次线上线下同步开
启。仅今天一天，上海各级文化
场馆、商圈、园区、公园、广场将
开展近千场文化活动，并首次在
江苏苏州、浙江温州和安徽芜湖
设立上海市民文化节长三角分
会场，实现四地联动。同时，云上
文化服务日提供 12小时的优质
线上文化服务活动，让市民获得
丰富的可看、可听、可赛、可游、
可品、可互动、可消费的文化服
务体验。

马上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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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罗马哲学家西塞

罗曾说，如果你拥有一座
花园和一个图书馆，你便

拥有一切。今天，全市郊野
公园内的首家书房———闵

行城市书房浦江郊野馆开
门迎接阅读者、 游园人以

及对青山绿水、 美好生活

充满期待的市民百姓。 人
民， 就是市民文化节的主

角，每一个服务人民的公
共文化空间，就是市民文

化节的主舞台。

再也没有比在大自

然环抱中阅读的美事了，

在书房内，就可以把公园

城堡和花园美景尽收眼
底。 在城市书房浦江郊野

馆当天举行的“七色阅读
盲盒”活动也令人颇为惊

喜。 于市群艺馆举行的市
民读书会，是本报与市民

文化节联手举办的品牌
活动，致力于把作家和佳

作，送到市民家门口。 作
家刘统的《火种———寻找

中国复兴之路》， 揭示了
我们当下幸福生活的场

景，源自“不忘初心”的革
命 “盗火者”———正是他

们为人民奉献了一切。 今

天，还有衡复风貌馆“灯塔书房”的
揭幕，“知识‘烛一’点亮”活动也将

庆祝建党百年，作家赵丽宏、配音
艺术家童自荣等将与国际家庭、市

民读者一起参与诗歌朗诵和阳台
朗读戏剧表演，共度一个诗意盎然

的烛光之夜……

我们还可以依照一系列 16条
“微游上海” 线路， 用脚步丈量城

市，让自己成为城市的“悦”读者。

在徐汇区，还设置了视障读者走读

线路，让视障读者也能参与“建筑
可阅读”活动。

全民参与，不仅体现在永不落

幕的市民文化节，还渗透在花博会、

国际电影电视节、上海书展、旅游节

和国际艺术节的活动之中……人
民，历来就是城市的主角；文化，就

是点亮美好生活的火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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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专家刘统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讲

     五个新城 开启发现之旅
五个新城都有一泓湖水。在“五湖耀新城 文旅

润民心”2021上海市民文化节启动活动现场，市文

游局与临港新片区管委会就“赋能未来之城，助力
南汇新城”签约；五个新城文旅主管发布“新城五湖

发现之旅”线路，市民代表虽身处不同分会场，却统
一线上“集结”，“百年千人万米行走”同时出发。其

中，全市 800?市民代表在滴水湖畔参加了一场

创意十足的文化发现之旅。
上交、歌剧院、话剧艺术中心、上海歌舞团等 6

家国有专业院团也送上演出，市民能在五个美丽家
园的风光与风情中，感受文化新气象。上海演出行

业协会街艺艺术团走进松江企业，带来“唱响红色
旋律，传播文化魅力”企业专场……

一江一河 秀出水岸精彩
一江一河，水岸精彩。位于黄浦江两岸 45公里

与苏州河两岸 42公里公共空间全线贯通交汇点的

上海大厦，正是上海旅游直播间的所在地。上海旅

游直播间·市民文化节专场进行了线上直播，这一
“特色直播间”和“网红直播打卡地”，正成为展现市

民文化节魅力的全新平台。
“建筑可阅读”全民游活动同时启动，鼓励市

民朋友们跟随建筑去旅行，感受上海这座“人民城
市”的魅力与美好。“建筑可阅读”全民拍摄影大赛

面向市民征集上海历史老建筑的摄影作品，挖掘上
海老建筑蕴含的动人故事和不同特色，反映传递上

海历史建筑的空间尺度以及浓厚的人文情怀、人文
景观，推动广大民众认识和保护好历史建筑。

红色情怀 全民共同讲述
今天全市共有 36场社区红色故事汇活动。上

午，“永远跟党走”———上海市民红色故事大赛在徐

汇区举行，下午，徐汇区图书馆联手武康路旅游咨
询中心，举办“跟着音乐去旅行———阅读音符上的

初心缘起之地”主题活动，用音乐的语言来阅读红
色文化。上海市民红色故事大赛也正式上线。由中

福会少年宫举办的面向青少年的“红色声浪”情景

讲述活动明天也将在线上启动。
4?至 7?，“人民·秀带”直播间专栏节目还

将带领观众走进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游轮码头、《共
产党宣言》展示馆、毛麻仓库、国歌展示馆等文化地

标，同庆建党百年。

牵手三城 共享品质生活
上午 10时，温州线上专场首先开启。市民游客

可以到气质与颜值并存的网红街———五马历史文

化街区感受文化和时尚的交织，到国家 5A?景区
雁荡山听听温州民歌《对鸟》的悠扬婉转……

芜湖和上海同饮一江水，素有“小上海”之称。
随着大屏幕上呈现出芜湖山水相依、和谐相融的画

面和不断变化的一幅幅绿水青山的怡人景色，芜湖

分会场内的文艺节目激情上演，展示了芜湖这座城
市的温馨、和谐、美好、时尚。

云上长三角频道同样不容错过。苏州、温州、芜
湖三大分会场精彩在线，各地原创特色戏曲、云上

音乐会、云上艺术课堂、城市文化讲堂、线上虚拟美
术展等内容丰富。各地人文风情汇聚云端。

本报记者 赵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