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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

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
心……”在青年店员组略显青涩的歌声
中，修缮一新的“1925书局”敞开大门。

这样的开业演出，与此次修缮的第二个
关键词“青春”相得益彰。江利表示：“当

年陈云同志来此工作时，就是一位年仅
20岁、意气风发的青年。之后，这里还

曾先后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华东

委员会的书刊发行部和中国青年出版
社的编辑和发行部门，几代青年曾在这

里奋斗。我们希望，新一代的青年也能
传承这份精神，续写属于这个时代的青

春故事。”
为了吸引更多年轻读者的到来，

“1925书局”修旧如旧的同时，引入不
少年轻人喜爱的文化、科技元素。书局

与光明集团合作，复制了土生土长的上

海老品牌“上海咖

啡”，让热爱咖啡文化的人
在这里找回小时候铝锅煮咖

啡的香甜记忆。全息互动屏上呈现
的《1925，陈云同志在上海》短视频以及

全息党课教室搭配 5G 网络技术实现
的与陈云纪念馆的实时互动，更是让年

轻人有机会体验那些革命先辈曾经历
过的峥嵘岁月。

书局还将红色文化与年轻群体中

流行的剧本杀玩法结合起来。开业当
天，首批读者率先体验了党史卡牌

桌面游戏《觉醒时代》。未来，合作双
方还计划专门为书局定制以陈云同

志在书店的经历为主题的剧本，让游
戏与场景深度融合，带来更加沉浸的

体验。

本报记者 吴旭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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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想照耀中国———国家广电

总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电视剧展播活动”的重点剧目《我们

的新时代》正在热播。六个单元讲述
了社区志愿者、技术工人、排爆手、

少数民族村医、大学生村官、民间救
援队队员为代表的基层青年党员的

奋斗故事, 来展现青年是一群勇于
担当、奋斗不止、不怕牺牲、甘于奉

献的“了不起的新青年”。
例如在《美丽的你》单元中，刘

敏涛从高冷女郎变身成暖心的社区
志愿者，她饰演的何姐，为了社区居

民的和谐生活，忙前忙后，让观众看

了深有感触。社区里几乎没有何姐
不操心的事。可自从王晓晨饰演的

白菁搬进小区，何姐做社区志愿者

多年的工作方式遭到白菁的质疑。
“小区违规停车如何管理”“电梯坏

了，该不该动用社区维修基金”……
剧中社区里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戳中

人心，让人感同身受。然而诸多纷争
过后，仍是暖心的人情味。所有的不

解和隔阂，愤怒和委屈，都在社区志

愿者无私的奉献中烟消云散，留下
的是我们对人心、对人情最美好的

感动。
此外，《美丽的你》里的台词处

处透着幽默，不落俗套，生活化展现
了社区志愿者工作的意义。比如“也

许对立的消失不在于争出对错，而
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互相理解”“志愿

者，从来都不是白马银枪、鲜旗靓甲

的工作，相反，你想要当好一个志愿
者，你就得趴到泥土里边去”“这人，

本来就不应该只为自己活着，要有
责任、有牵挂，为自己关心的人去付

出，这才是生活的意义”。
而《腾飞》这个单元则首次以国

产支线飞机制造为背景，讲述一对

技术工师徒———钣金工学徒刘梦鸢
（王珞丹 饰）与“大国工匠”赵旭东

（李雪健 饰）的奋斗故事。剧中，刘
梦鸢是一个和国产支线飞机共同成

长的女孩，她为了造飞机的理想和
抱负，一头扎进了钣金岗位———这

个充满雄性荷尔蒙的金属王国。从
清洁岗做起的实习生，到见证国产

支线飞机试飞成功的总装组组长，

刘梦鸢在师父的教导和自己的刻苦
钻研下，一步步成长起来。她是中国

航空工业奇迹的参与者之一，更是
万千工匠航空报国的一个缩影。

为了更好地展现国产飞机的风

采和中国工艺之美，剧组一比一重
新打造了国产支线飞机模型，使得

整个单元的画面充满了工业感。同
时本单元涉及大量精深的技术细

节，主创前期做了大量调研，采访诸
多航空专家及一线技术工人，最大

程度还原了技术工人的工作场景和

工艺流程，尽显工业美学。

纵观《我们的新时代》六个单元
的故事，展现了不同行业基层青年

党员的奋斗与奉献，“我像个医生，
我可以把这座山治好”“生死的考验

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必修课”“飞机的
制造，是我们几代人的梦想”“这不

是一次任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事

业”“遇到困难，把它粉碎，不安全
的，让它安全”……一句句质朴坚

定、铿锵有力的台词饱含深情，流露
出新时代基层党员的初心和使命，

感动人心。 本报记者 吴翔

    热播剧《我们的新时代》———

展现“了不起的新青年”

温布利
阻挡不了意大利

    刚走近“1925书局”门

前，典型的英式风格外墙与
上世纪 20 年代老照片里的商务印

书馆虹口分店就会在眼前叠映起
来。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江利介绍道，此次修缮的首
个关键词，就是“长红”，即要让书店

的红色文脉长久地延续下去。因此，
“1925书局”的外观基本按照 1925

年最初建成时的样子进行修缮，还

原了历史建筑本来的风貌。
走入书店，别有洞天。一楼抽象

设计的火炬艺术造型代表着中国共
产党“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革命

道路。沿着楼梯走上二楼，又仿佛
“走回”了陈云同志奋斗过的时代。

这里展陈着陈云纪念馆提供的三件
复制品———1925年上海《时报》刊登

陈云在商务印书馆罢工第二天的讲
话，他在书店工作期间读过的马克

思著作，以及 1986年陈云为上海商

务印刷厂 90周年写下的题词。墙上

的图文和纪录片则展示了陈云一生
的革命经历。

楼梯的左边，是沉浸式红色文
化阅读空间“新华里”的入口。书局

开业的第一天，一堂由中共上海市
委党校副校长徐建刚主讲的“微党

课”就在这片石库门风格的空间里
举行。这里同时还保留着当年敌人

抓捕共产党人时陈云同志紧急撤退
跳过的一扇窗。读者在学习党史之

余，还能近距离地感受革命先辈曾
面临的危险，体会信仰的力量。

听闻“1925书局”以红色主题书

店的模式重新开业，陈云之子陈元
发来贺电：“我父亲在这里工作了三

年，也是在这里走上了革命道路，从
此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领导的伟

大事业。我祝福‘1925书局’能传承
先辈赋予的红色基因，服务更多的

读者，越办越好！”

留住红色基因

来 书局

续写青春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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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是商务印书馆
虹口分店建成开业的年份，也是陈

云同志成为这家书店店员并在此加入共产党的
年份，还是中共四大在书店不远处召开的年份。昨天，这
家上海唯一持续经营近百年、见证众多革命者奋斗征程
的书店，以焕然一新的面貌和“1925 书局”这个意义非凡
的新名字，再度与读者相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