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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假里想泡在图书馆“充电”
一封群众来信要求延长开放时间，桃浦镇图书馆当即回应调整

    本报讯（特约通讯
员 龙钢 记者 袁玮）
“不能出国，国内景点

人又太多，家门口那些
有历史的老弄堂游览

还是蛮有味道的。”昨
天上午，家住宝山区一

二八纪念路的市民宋

云芳夫妇带着孩子来
到虹口区山阴路的几

条老弄堂游览，感受这
里的历史文化底蕴。她

告诉记者，节前就开始
做攻略了，发现山阴路

附近老弄堂很多，又有
许多故事，周边还有鲁

迅公园和甜爱路可逛，
走累了可以到附近的

老字号四新食府、伊斯
兰餐厅吃吃汤圆、牛肉

锅贴，这些都是长假期
间很吸引人的本地旅

游点。记者了解到，今

年国庆长假期间，像宋
云芳这样结伴“打卡”

上海老弄堂的市民不
在少数。

记者昨天上午在山阴路上的花园里遇到
市民陈燕，她带着小学四年级的孩子来逛弄堂。

陈燕告诉记者，这条弄堂里曾居住着国旗的设
计者曾联松先生，马路对面大陆新村弄堂则是

鲁迅故居。陈燕边走边向孩子讲述曾联松设计

国旗的故事，整个上午，这对母子“打卡”了山阴
路上的好几条弄堂。“节前做了不少‘功课’，假

日里做‘导游’，带孩子来感受下上海的老弄堂
风情，让他从小了解上海的历史文化，增长知

识”。
四川北路上的大德里是一条非常有故事的

百年老弄堂。当天，爱好上海老弄堂历史的傅先

生等几位市民结伴来到大德里游玩。走进大德
里，镶嵌在墙上的一些文明用语引起傅先生的

浓厚兴趣。“这些文明用语可有来历了，它是
……”居住在弄堂里几十年的樊老伯正好路过，

听到游玩的市民在议论，便自告奋勇地当起了
讲解员:“2009年虹口对老弄堂优化改造，施工

人员对墙面轻轻一敲，发现水泥后面竟然有 15

块‘碑文’：‘倾倒垃圾，切勿狼藉’‘公共卫生，注

意清洁’‘出入要道，不许小便’等。‘文革’时这
些作为‘四旧’，用水泥封了起来……”傅先生告

诉记者，这次老弄堂游太有收获了。
据了解, 虹口区的许多老弄堂历史文化底

蕴深厚，其中不少还有着红色故事，如四川北路
上的大德里、永安里、永丰坊，山阴路上的大陆

新村、恒丰里、四达里、花园里，多伦路上的 201

弄等。这几年通过挖掘历史资料，一大批曾经尘

封多年的历史重新浮现，成为开展老弄堂旅游
的丰富资源。加上最近几年该区大力开展“美丽

家园”建设，一些百年老弄堂修旧如旧后引起市
民的关注。

    清晨的曹杨百禧公园鸟语花香，午后的

乐高探索中心欢声不断，夜幕下的创享塔活
力四射……作为首届“苏河水岸”文化旅游

节重点活动之一的“同游苏河水岸”网络直

播日前开启，在早、中、晚 3个时段，市民可
跟随网络达人踏上“社区 ·美家园”“亲子 ·好

时光”“苏河 ·艺空间”3条微旅行线路，云游
苏州河畔的不同景点。

上午 8时 30分，“社区 ·美家园”微旅
行，在人民城市客厅 ·曹杨武宁片区社区的

美味早餐中开启。社区食堂本着“保质保量，

经济实惠，便民利民”的宗旨，成为周边居民
交口称赞的网红餐厅；曹杨百禧公园是曹杨

街道新近打造的市民休闲观光娱乐的场所，
从最初淞沪铁路遗留的一段铁轨，到如今花

草繁茂的沪上首座高线公园，成为了曹杨发
展建设的生动写照；曹杨环浜上林荫大道绿

意盎然，鸟鸣萦绕，周边居民有了更多的城
市公共空间。通过亲身体验，达人们充分感

受到了社区 15分钟生活圈的舒适与便利，
也体验到了近年来曹杨新村的全新飞跃。

秋光明媚的午后，“亲子 ·好时光”路线
串联起了长风公园、长风海洋世界、乐高探

索中心、桃源 π商业广场、主场 ESP购物中
心（电竞文化体验中心）等地。长风海洋世界

养有 300余种、1.5万余尾鱼类，是无数上海
人儿时的记忆，深受市民游客喜欢；乐高探

索中心拥有 10个主题区，在玩乐中激发孩
子们的创造力、思维能力和学习能力；主场

ESP购物中心（电竞文化体验中心）作为沪

上首个电竞文化主题场馆，已成为年轻人全
新的文化娱乐新阵地。几处地方特别适合举

家前往，共度美好的亲子时光。
夜幕徐徐降临，“苏河 ·艺空间”达人们

来到了 M50创意园、天安 ·千树、中央造币
厂旧址、梦清园、创享塔等地。M50创意园

拥有自上世纪 30年代至 90年代各个历史

时期的工业建筑，是目前苏州河畔保留最为
完整的民族纺织工业建筑遗存；与之毗邻的

千树之城———天安 ·千树，雄伟轮廓已初现
样貌，这片引人瞩目的建筑群，被誉为魔都

版“古巴比伦空中花园”；创享塔由百年建筑
上海被服厂旧址改造而来，如今已成为集工

作、生活、娱乐为一体的都市青年活力社区。
达人们不仅阅读了文物建筑的魅力，探访了

百年工业文明，同时也将苏河水岸的旖旎夜
景尽收眼底。

近年来，普陀区结合苏州河沿岸断点贯

通及周边景观提升工程，积极保护修缮并活
化利用中央造币厂旧址、信和纱厂旧址、上

海被服厂旧址等文物建筑，引入并新建了上
海少年儿童图书馆新馆、主场 ESP购物中

心（电竞文化体验中心）、SMG创意视频基
地等重大文旅地标，积极联动沿岸沪西工人

半日学校史料陈列馆、顾正红纪念馆等，为

上海环球港、长风大悦城及天安·千树等引
入文旅元素，全力打造苏州河世界级“城市

文化生活休闲带”。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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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桃浦镇图书馆每逢节假日只
开放到上午 11时，为丰富桃浦镇
人民的文化需求及上班人员业余
自学自修基础文化的需求，我建议
延长开放时间。”今年国庆长假第
一天上午 9时，人民建议信箱就收
到了市民王先生的这封“来信”，让
他感到意外的是，建议次日就变成
了现实：从 10月 2日起，桃浦镇图
书馆开放时间调整为：上午 8时
30分到下午 4时 30分。

①

“同游苏河水岸”网络直播开启

建议人是一名80后
建议人王先生是一名 80后白领，来上

海已经工作十余年。据他介绍，基于疫情防

控等方面的考虑，这次国庆长假没有选择
外出。“国庆期间有一周休假，我不想把时

间都浪费了，想提升一下自己，集中精力复
习一个资格考试。但是在家里容易分心，就

想到家附近的图书馆去学习。”王先生说。

王先生家附近的普陀区桃浦镇图书
馆在红棉路 188号，位于桃浦镇社区学校

内部。由于桃浦镇社区学校国庆放假，考
虑到保安、保洁、防疫等人员配备，长假期

间原定开放时间为上午 8 时 30 分到 11

时，这让计划一整天泡在图书馆的王先生

有点失望。

立即响应调整时间
王先生通过随申办“人民建议征集”，

发出了这封“信”。“我平常通过随申办

App办理各种业务，经常看到人民建议征
集信箱和弹窗，但是以前没有尝试过。抱

着试试看的心态，我写了这条建议。”王先
生说。

“后台收到这条建议后，镇主要领导十
分重视，立即召集相关科室研究建议的落

地措施，当天就调整了假期图书馆开放工
作安排。”桃浦镇信访办工作人员公莉说，

“我们还将在进一步调研的基础上，根据多
数群众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合理调整延长

开放时间，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生
活需求。”

经商议，桃浦镇马上决定调整工作安

排和人员配备，从 10月 2日起，镇图书馆

延长开放时间从上午 8时 30分到下午 4

时 30分，每天开放 8小时，每周 56小时，

全年无休。
10月 2日，桃浦镇图书馆张贴了开放

时间调整后的安排表，吸引了不少附近的
居民前来“充电”。“假期又多了一个不用出

远门，在家门口就可以休闲看报的地方，太

好了！”住在周边的刘阿姨说。桃浦镇的工
作人员致电王先生，对建议办理情况进行

了反馈。“太意外了，我提建议的时候完全
没有抱希望，更没有想到当天就能把这个

事解决。感谢你们，上海这座城市真是了不
起！”接到电话的王先生连连致谢。

本报记者 江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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