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顾 玥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21 年 5月 4日 /星期二

要闻 3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信

▲

“不是做工，而是做功夫”

这几个?，如果你路过中共二大会址面向延安中

路的一排石库门头建筑，一定会看到工匠师傅们正在
精雕细琢的身影。他们常常天蒙蒙亮就开工，争分夺秒

又细致考究：采用上海本地传统修复工艺，人工特制“手
作石灰”，寻觅相近年代的砖块，历经 12道工序……
“他们不是做工，而是在做功夫。”师傅们的辛勤付

出，尤玮每天都看在眼里，尤其是“上海工匠”吴公保师

傅的一句话让她记忆犹新，“他说，再过 100年，我看不
到；但是这个房子，它一定在。”

一砖一瓦凝聚匠心，一百年前的模样今日复现。门

楣上，“腾蛟起凤”跃然其上，1922年，代表们就是在这扇
门内召开中共二大第一次全体会议；广场前，五星红旗

猎猎飞扬，充满活力的青年人排队等候入馆，满怀期待。
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重新开馆，

尤玮说这是一种最好的见证：“这些青年，就是我们要
去讲述与传承这段历史的人。”

有限空间容纳更多人到访
“2009年我们刚开馆的时候，一年接待游客 4?

人次，到 2019年时，一年接待 50?人次。”尤玮讲起了

一个故事，几年前曾有游客不理解排队太久，尤玮便领
着对方走进馆里看了看现状，后来这名游客回到广场

上还主动担任起“志愿者”，安抚其他人的焦躁情绪：
“是进不去的，人实在太多了。大家遵守秩序啊！”

红色景点近年越来越火，在石库门有限空间里，如

何容纳更多人到访？这是纪念馆反复考虑的问题。尤玮
说，这 5个多?除了对建筑本体进行加固与风貌修复，

变得最多的是展陈路线与空间优化。“我们每个展厅都
是隔开的，目前采取点位式讲解。”尤玮解释道，观众如

潮水般流动，讲解员留守在原地，一边讲解，一边疏导。

大学生、部队军人、医护人员、工匠……重新开放
的纪念馆里，身穿不同制服的志愿讲解员站在不同的

点位，结合不同的身份，在讲述党史故事的同时，也融
入了自己的感悟。

像这样的志愿讲解员，目前在岗服务的有近 50

人。“给我最大的感动是他们都讲出了自信心和自豪

感。”尤玮说，“今年是建党百年，他们不仅在讲述党史，

更用自己的讲述传承着精神力量。”

坚守背后是情怀更是担当
“你会不会想她？辅德里的灯塔，她守护着希

望……”日前，非虚构戏剧《辅德里》上演。尤玮向记者

说起主题曲制作的幕后故事：“我们希望有一个核心的
词句反复出现，前期制作时大家开会讨论到：你们还记

得 1922年在辅德里的那个夏天吗？还记得这些人吗？
不能忘记，所以我们要想念、要纪念。”最终，这份感情

得以在主题曲中呈现，细腻温柔、直抵人心。

尤玮来到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已整整 12年，2009
年刚开馆时，工作团队平均年龄不到 30?。坚守的背

后是满满情怀，更是使命担当，大家对于辅德里的感
情，已然深埋于血脉。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中共中央秘书处机关（阅
文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址……这段时间，尤

玮还忙于筹备其他展馆的开馆事项。“最近我在学习
了解当年秘书处的工作，不禁想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曾

引用过的这首诗：爱书爱字不爱名，求真求实不求荣。
多思多谋不多怨，争苦争累不争功。其实，我们文博人

也是这样的。”在她看来，他们就是场馆的守护者、党
史的研究员、理论的宣传兵，要耐得住寂寞，而不被寂

寞所埋没。 本报记者 杨洁

百年石库门，
何以“正青春”？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
书记尤玮讲述开馆背后的故事

《百年大党———老外讲故事》
百集融媒体产品輦輵訛

《光荣之城·红馆新发现》
Vlog譻訛

第 3?：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

    在延安中路，有 8扇石库门大门。仰望门楣，只见其中一扇，有“腾

蛟起凤”4个大字跃然其上。
1922年 7? 16日，与会代表步入门内，就是在这间不大的会客

厅里，为中国革命点燃了一盏指路明灯。在 8天会期里，中共二大诞生
了诸多“第一”。

《光荣之城·红馆新发现》Vlog今日推出第三期，带你走进 99年
前的那个炎夏，一起探寻首部党章的秘密。 本报记者 杨洁 陈梦泽

    今天上午 9时 30分，位于静安区老成都北路 7弄

30号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的维护提升开馆仪式在
纪念馆序厅举行。本次维护提升项目涵盖建筑本体维

护保养和内部展陈提升改造。

建筑本体维护保养
在确保文物建筑安全的基础上，严格遵循“修旧如

故”原则。中共二大会址靠近延安中路一排石库门头建

筑的 8个门洞 16根砖柱及门楣的修复是项目的重点
和难点。修缮过程中采用的是上海本地传统修复工艺，

修复材料取自天然石灰岩料，按传统房屋修理施工操
作规程的“用料规定”配比配制，用人工绕拌、锤打、搓

揉制成“手作石灰”砖面修复料，砖面、砖与砖之间的灰

缝（圆灰缝）的整个修复过程经过 12道工序，每一砖每
一瓦都蕴藏着匠人们的严谨求实与精益求精。

内部展陈提升改造
围绕建党百年，优化场馆空间布局，改进展陈形

式，调整展陈内容，着力呈现“石库门里的纪念馆”，其

特点体现在五个方面———

■ 增强展厅仪式感 重新布置序厅宣誓区陈列，

增加实物党旗，突出仪式教育规范性与仪式感。

■ 提高史料准确性 为保证展出质量，本次修缮
调换了部分代表的照片，并对部分代表照片作了专业

修复，确保内容的严谨性。

■ 还原石库门风貌 12位代表展墙采用双层夹
胶通电玻璃，通过电源控制，可调节通电玻璃透明度，

从而增强展厅通透性，完整呈现展厅外阳光长廊及石
库门风貌。

■ 营造展厅艺术氛围 基本陈列展厅重现《中国
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油画，由

原创作者俞晓夫亲自对油画作修复与调整。

■ 丰富展陈内容 首次将人民出版社旧址 360

度全景展示；优化与调整序厅开场影片内容，呈现新时

代新发展；合理设计展陈路线，采取点位式讲解。
据了解，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接下来将进一步整

合静安区红色文化资源，打造“一馆一品”特色项目，以
崭新面貌和高质量服务，助力开天辟地———党的诞生

地发掘宣传工程，以实际行动庆祝建党一百周年，擦亮
“党的诞生地”红色文化名片。 首席记者 潘高峰

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今天重新开馆

一砖一瓦凝匠心 内外兼修展新貌

    时隔 5个多月，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今日重新对外开放。今晨，见到熟悉又陌生的市民游
客，早早候在门口的中共二大会址纪念馆党支部书记尤玮感慨万千。
中共二大与中共一大共同完成了党的创建任务。这是一栋藏在石库门里的纪念馆。一座百

年老建筑，何以青春焕发？重新开放的它又有哪些改变？尤玮向记者讲述了开馆背后的故事。

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