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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王歆瑜 通讯员 张燕

本报讯“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
食”，歌是人类生活的百科全书，是历
史的真实写照。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杨浦图书馆“悦音书话”音乐
普及活动日前联合上海市古凡交
响乐团，特别策划推出“唱响中国
共产党 100 年主旋律”红色音乐文
化活动。

活动主讲嘉宾、资深音乐媒体人
徐冰，从中国人民站起来、富起来、强

起来的不同历史时期中，由人民大众
耳熟能详的主旋律出发，选取《东方
红》《在希望的田野上》等具有经典
性、艺术性和群众性的优秀歌曲，解
读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各阶段的主
旋律所体现的不同精神内涵、价值导
向以及审美特征。

左边音乐，右边阅读。歌曲背后
的故事感人至深，古凡交响乐团声歌
总监宋雨炜、特邀青年歌手赵思雨的
现场演唱更是打动人心，加上珍贵视
频资料的导赏，带领读者们一起体味
中国共产党百年主旋律。

解读各阶段主旋律的不同精神内涵、价值导向以及审美特征

“小故宫”悦音书话上新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随着夏季的到来，本市进
入传染病易发时期。杨浦区爱卫办日
前在杨浦滨江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
主题宣传活动，向广大市民群众宣传
夏季预防病媒生物侵扰小技巧。

“夏季如何预防蚊虫叮咬和老鼠
蟑螂出没”是市民最关心的问题。“蚊
虫滋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环境卫生脏
乱差。”区爱卫办工作人员汪莉萍回答
道，“定期打扫卫生是关键。要定期疏
通屋顶天沟和房屋四周沟渠，保持水
流畅通，比如清除洼地、废旧轮胎、缸

罐、桶、瓶、花盆等小容器中的积水。”
食品正确保存，也是避免蚊虫滋

生的有效途经之一。如果食品在保
存时未做到密封，那么，在炎热的夏
季，食品就很容易变质腐烂，这样一
来，蚊虫就自然生成，到时候想灭掉
就困难了。

垃圾在存储和转运过程中，也是蚊
虫滋生比较活跃的。汪莉萍提醒广大
市民群众，存储垃圾时，一定要注意
密封，投放时要做到分类投放、日产
日清，并及时冲洗垃圾箱。

活动现场设健康咨询和病媒生
物防治咨询两个展区。在健康咨询

展区，医生帮市民群众量血压，解答
健康问题。在病媒生物防治咨询展
区，工作人员向市民群众分发病媒生
物防治传单和预防蟑螂出没的药物。

据了解，在为期7个月的爱国卫
生运动中，杨浦区将从“讲究卫生、清
脏治乱、防制四害”入手，动员 3600
余名志愿者参与活动，动员600余个
居住小区、500余家单位开展活动，并
将在90余个公共场所开展健康宣教
和卫生陋习劝阻、在160余条街道的
沿街门店开展环境整治，计划出动除
害专业人员800余人次、控制蚊蝇孳
生地1000余处。

夏天预防病媒生物侵扰小技巧
定期打扫是关键，食品保存注意密封，垃圾分类投放很重要

■记者 陈涛 文/摄

本报讯 5月31日，区安委办、区
应急局在杨浦滨江举行2021年杨浦
区“安全生产月”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杨浦区应急管理局
与杨浦区融媒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
协议。根据协议安排，双方将充分发
挥各自优势，打造多媒体宣传矩阵，

弘扬安全文化正能量，切实增强公众
忧患意识、风险意识、责任意识和安
全意识，为城市应急管理和安全生产
工作营造良好的社会氛围。

据了解，活动期间，以加强疫情
防控常态化条件下的应急管理、安
全生产以及专项整治三年行动集中
攻坚为重点，杨浦区域内的园区、区
重点监管企业、集团公司、街道、委

办局，将开展包括事故警示教育、应
急预案演练、安全文化宣传、安全知
识竞赛等近 200 项安全生产主题活
动，以提高全民安全素质、增强民众
参与意识。

区各街道和区属集团公司分管
负责人，区工贸、危化重点监管企业
和产业园区的相关负责人等共计100
余人参加启动仪式。

2021年杨浦区“安全生产月”启动
区应急局和区融媒体中心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打造多媒体宣传矩阵

杨浦消防的指战员们现场演示了火场救援和逃生的动作要领。

（上接第1版）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建言资政、广泛汇集共识，主动推
介杨浦、宣传杨浦，吸引更多归侨侨
眷、留学人员到杨浦投资兴业、创新
创业，为杨浦各项事业发展献计出
力。要更加有力地加强自身建设。
切实抓好自身建设特别是领导班子
建设，探索和深化区校合作共建机
制，注重吸收参政议政需要的复合型
人才，打造适应新时期新要求的高素
质参政党。

台盟杨浦区委主委庄峻斐代表

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致
贺词。大会审议并通过了

致公党杨浦区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
告和第四届委员会监督委员会工作
报告。

大会选举产生了致公党杨浦区
第五届委员会，丁浩员、王少平、史
霖、李麟学、江波、吴伟、林思劼、赵
婕、徐雯、崔世平当选为致公党杨浦
区第五届委员会委员。

在随后召开的致公党杨浦区第
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
麟学当选为致公党杨浦区委主委，
王少平、赵婕、丁浩员当选为致公党

杨浦区委副主委，崔世平被任命为
秘书长。

大会向黄惠敏、任明慧、沈小
娟等离任委员宣读了致敬信，感谢
他们多年来为杨浦致公事业作出
的贡献。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致
公党上海市杨浦区第五次代表大
会决议。

致公党上海市委组织部、中共杨
浦区委办公室、区委统战部，同济大
学统战部、上海财经大学统战部、杨
浦区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区侨联、区
侨办负责同志及致公党党员代表等
共70余人参加大会。 ■记者 张蓓

（上接第 1 版）进一步呵护好、利用
好、开发好滨江水环境、水资源，打造
城水相融、人水相亲的杨浦水生态名
片；以“新江湾城生态清洁小流域”建
设为重要抓手，加强水系治理、优化
生态景观，努力打造水环境治理的样
板和示范。

谢坚钢指出，要显青山绿水之
效。责任要再压实。各级河长、湖

长要切实扛起责任，
以 身 作 则 、以 上 率

下，真正把河巡起来，把岸管起来；
各部门、各单位要层层传导压力，
确保责任到人、责任到位。合力要
再强化。河长办要督促相关部门
认真履职，加强与兄弟区的沟通协
调，推动跨界河湖协同治理、长效
共管；各成员单位要主动跨前、协
同配合、同向发力，切实担负起各
自的责任；要充分发挥民间河长巡

河护河“千里眼”和“侦察兵”的作
用，形成永不停歇的大督查、永不
落幕的大整改。手段要再创新。
充分发挥“一网统管”优势，结合网
格化管理，推动河湖治理“日常问
题工单化、疑难问题清单化”；发挥
好社会监督作用，切实发挥人民建
议征集等机制作用，搭建更多共商
共议平台，用好群众的智慧和力
量，合力打好治水护水的人民战
争。 ■记者 张蓓

致公党杨浦区第五次代表大会举行

标本兼治健全水污染防治常态化机制

■陈涛 宗禾

结合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
馆、138 街坊云工场等区域规划，上
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联合上海
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上海杨
树浦数字传媒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依
托水丰路38号、45号、48号等载体，
共同打造的“水丰汇”国家数字传媒
产业园，5月31日正式开园。

“水丰汇”国家数字传媒产业园是
杨浦区着力打造的“双创示范基地”项
目之一，也是“数字出版技术创新产业
中心”和“水丰路创业创新街区”项目
建设的重要载体。园区将瞄准数字中
国的美好未来，创新体制机制、优化资
源配置、汇聚多方合力，畅通人才成长
路径，助力杨浦“四高城区”建设。

汇聚资源，构建数字产
业生态体系

“水丰汇”国家数字传媒产业园
旨在打造一块具有行业特色，国内知
名、国际一流的国家级数字传媒产业
的“试验田”。

围绕“数字经济”，园区引进了一
批涵盖新闻出版、文化创意、电子竞
技、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建
立起数字印刷交流中心、数字出版与
版权交易平台、动漫游戏电竞综合
馆、数字文化创意中心、数字影视摄
制中心、人工智能应用中心等服务平
台，引进了国内多个垂直类机构，紧
密对接数字行业，构建起完善的数字
产业生态体系。

开园仪式上，上海出版印刷高等
专科学校、上海杨浦滨江投资开发有
限公司、上海四维文化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共同打造“水丰
汇”国家级数字传媒产业园。

为激发空间载体的强大动能，园
区巧用“共建共享”价值机制，依托学
校专业，聚焦数字出版、数字印刷、数
字电竞、数字影视、数字文化创意、人
工智能与大数据六大行业，以横向课
题的教学实践形式，促进企业、学校
与个人的三方共生，加快知识、信息
与数据的流通，加快文化、知识和技
能的积累，提高生产和服务的能力。

“三方协同”（政学企）、“三区联
动”（园区、校区、社区）、“三生融合”
（生产、生活、生态）的模式优势，让园
区形成自我更新系统，加快数字传媒
产业生态的结构性升级。

在完成“水丰汇”数字传媒产业
园建设的基础上，“三方协同”（政学
企）将继续完善环版专文化创意产业
带，推动数字街区的建设。

目前，园区正在规划建设水丰路
48 号全产业链影视基地，聚焦数字
文化产业的新业态、新模式，以期促
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及就业岗
位与专业对口率的上升。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在大力推
进建设环版专文化创意产业带的过
程中，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先
后搭建了大学生数字传媒创新创业
基地、国家新闻出版署校企合作实践
育人基地（四季广场）、上海高校实践
育人创新创业基地联盟——“汇创空
间”三个服务型平台。

打造数字文化街区，
“最美的书”展厅亮相

开园当天，“最美的书”展示厅亮
相“水丰汇”二楼，以实物、视频、图片
等向观众呈现“最美的书”设计理念，
并运用透明书库等形式展示历年获
奖的130余册中国“最美的书”。

水丰路数字街区毗邻中国首座
新闻出版类专业博物馆——中国近
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最美的书”正
是双方携手在“水丰汇”国家数字传
媒产业园区内建设的常设展厅。

据介绍，“最美的书”是上海市新
闻出版局于2003年创设的书籍设计
年度评选活动，已成为中国文化界的
知名品牌，也成为中国优秀图书设计
和优秀设计师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展出中的近两年部分“最美的
书”：《植物先生：二十四节气植物研
学课》是作者袁明华介绍应时而生的
二十四种植物的一本散文集，既有硬
核植物知识的介绍，又有感时花溅泪
的诗情画意，是一部赏心悦目的美文
集。在纸张设计上，设计师深入到中
国手工纸主产地──安徽泾县完成
了24种植物纸张的研发。

《沂蒙田野实践》是一本有关李
艾霞于2018年夏天在沂蒙山区所做
的儿童艺术教学实践绘本，也是她与
9名大学生以及沂蒙的22名孩子一
起的创作产物。书籍中，透明文件袋
承载着艺术实践的全部成果：耳朵
书、蝴蝶书、大海报、一封信。书籍针
对儿童和盲人阅读选择了偏硬的纸
张。书籍中的设计元素均来自于儿
童的绘画元素。

《骨科小手术》一书外封装帧用
白色皮肤肌理的细纹纸包裹大红色
触感纸。书脊处分层模切出流线型，
用细线串连，意象伤口切开又缝合的
过程。编排设计上，把 68 种小手术
分为 10 大类，每一类都附 X 光片和
手术笔记，每一种手术按术前、术中、
术后分别设置为白色、红色、淡红色
不同页面主色。编辑设计选用小开
本，180 度平展翻阅，配活页光片和
人体骨骼全图，手术全过程可视化。

据了解，今后每年评选出的“最
美的书”也将落户“最美的书”展示
厅，为观众提供一个欣赏书籍设计艺
术之美的窗口，为专业工作者提供一
个交流和学习的平台。同时，园区也
会定期面向街区群众开展多样化人
文活动和服务。

杨浦又一国家级产业园：“水丰汇”国家数字传媒产业园开园

助推城市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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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四大纪念馆以崭新面貌面向社会重新开放

精心设计展陈细节融入多媒体互动

5月27日，由上海知名戏剧导演徐俊领衔、海峡两岸艺术家携手创作的原创音乐剧《赵氏孤儿》在上海文化广场首演。
该剧取材于元代剧作家纪君祥原著《赵氏孤儿》，基于英国剧作家詹姆斯·芬顿同名话剧改编而成。 ■新华社记者 王翔 摄

据解放日报 5月31日，为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讲好上海党
的诞生地故事，建设好中国共产党人
的精神家园，历时半年，中共四大纪念
馆布展提升工程圆满完成，以崭新面
貌面向社会重新开放。

布展提升后的中共四大纪念馆，
包括基本陈列展厅、国旗教育展示厅、
电子浏览厅、观众服务中心、“力量之
源”书吧等服务设施。展馆总面积约
3040 平方米，基本陈列展厅面积约
1839 平方米。基本展陈面积较此前
扩大一倍，亮点纷呈。

会址里弄名广吉里正式发布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厅中，一座

仿真的石库门上，“广吉里”三个字惹
人注目。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介绍，
2021 年，在市、区相关领导的关心指
导下，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馆
等有关单位的支持帮助下，馆方通过
查找史料和开展研究，最终确定了中

共四大会址原址所在里弄名称为广
吉里。

这背后，有不少曲折的故事。
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共四大会址

毁于日军侵华炮火。新中国成立后，
会址考证工作被提上日程。虹口区党
史办公室根据当事人回忆，经现场查
看和一些旁证资料，于1987年4月25
日确认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
弄 8 号处作为四大会址，正式向上级
部门递交报告。1987 年上海市政府
106号文件明确指出中共四大会址遗
址位于上述地址。

会址确认后，大会召开时会址所
处里弄却长期无法确定。根据 1929
年 6 月出版的《上海特别市道路系统
图闸北图》，中共四大会址所处地理位
置对应的 1929 年的里弄是广吉里。
后检索申报数据库，与（东）宝兴路附
近的“广吉里”相关条目，最早出现于
1914 年，最晚为 1932 年。最终确认，
中共四大召开时会址所处里弄当为东
宝兴路广吉里。

还原上海石库门风貌
在全新的中共四大纪念馆展厅中，

有大量的上海石库门元素。“我们还原
了当时会场周边老上海里弄的风貌，比
如弹格子路面、灰砖墙体等里弄元素，
都大量用在展陈中，体现了沉浸性。”童
科说，希望能打造全新的沉浸式观展
体验，展现清晰的故事线，让大家带着
问题去看展览，最终知道中共四大到
底是在哪里召开的、怎样召开的、取得
了怎样的成就、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等。

在满足观众传统图文式参观体验
的基础上，纪念馆进一步融入多媒体互
动技术，包括AR、多媒体投影动态展
示、图像识别、一键切换、雷达互动捕捉
等技术，实现了“智慧”场馆。童科表
示，大数据的运用对场馆的智能化运营
管理有非常大的帮助。“我们希望能将
红色文化与年轻人关注的潮流文化相
结合。通过运用AR技术增设了很多

‘彩蛋’，观众对着某件文物或建筑，通
过扫码就能找到隐藏的展览内容。”

新增的油画、雕塑等艺术展品也
是改陈提升后的特色亮点之一。著名
国画家张培楚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精心
创作了国画《表决》。作品展现了中共
四大代表们对大会文件及新一届中央
领导机构进行庄严神圣的举手表决。

打造首个国旗教育展示厅
此次中共四大纪念馆利用重新改

陈布展的机会，还专门设置上海首个
国旗教育展示厅，通过挖掘整理诸多
珍贵史料，客观再现了国旗设计者曾
联松生前工作、生活的场景。

曾联松长期居住在虹口区山阴
路。1917 年，他出生于浙江瑞安。
193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 年 7
月，他从《解放日报》上读到新政协筹
备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8 月，设
计完成五星红旗图案，并寄往北京。

在国旗教育展示厅，观众不仅可以
看到曾联松的设计手稿、字画，含有国
旗、国徽元素的各类纪念典藏，其中不乏
原件罕品；展览还辟出独立区域，客观再

现了曾联松生前工作、生活的场景。
以国旗广场改造为契机，中共四

大纪念馆打造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
连廊、“虹”色足迹年轮大道等红色教
育和“大思政课”教学场景，形成红色
文化矩阵。

位于纪念馆室外的国旗广场面积
扩大至1800平方米，许多设计细节蕴
含着党史教育的内容。比如，旗杆长
度从原先的 15 米增加到 19.25 米，与
中共四大1925年的召开年份相呼应；
纪念馆一进门的石库门过道到电子屏
天安门的距离是28米，象征从中共一
大召开到建国的时间距离是28年。

“虹”色足迹年轮大道，集中展示了
虹口区85处革命遗址旧址，反映了中国
共产党在虹口的战斗历程，展现了共产
党人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和坚贞不屈、
追求自由的斗争精神；中国共产党精神
谱系连廊，通过探月精神、“两弹一星”精
神、抗疫精神等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
不同时期地区和领域形成的革命精神，
展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品格。 ■周楠

据文汇报 经过将近五年紧锣密
鼓的筹备和施工建设，宛平剧院即将
于本月底正式回归。外在以中国传统
折扇为设计灵感，宛平剧院内核注定
与“戏”密不可分，在车水马龙的中山
南二路与宛平南路口——这座“处处
有舞台、层层可观演”的专业戏曲剧场
将为上海打造“亚洲演艺之都”，为实
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贡献属于自己的力量。

改建面积扩三倍，硬件
设备对标国际一流水准

全新升级的宛平剧院以古典雅
致的海派玉雕和戏曲折扇造型亮相，
总建筑面积2.9万平方米。在占地面
积不增加的基础上，使用面积比初建
于1988年的老剧场扩大三倍，地上五
层、地下三层的不同观演区错落叠
放。这全然归功于从中国传统合院
建筑中汲取的灵感，整体聚拢向内的
开放格局和中国园林式复合空间体
验相得益彰，让观众们移步换景，坠
入轻盈的戏曲梦乡。

在 5 月 31 日的大剧场舞台技术
展示中，吊杆、升降台和灯光伴随音
乐旋律翩翩起舞，原本机械呆板的舞
台灵动跳跃，显示了一流舞台设备带
来的无限想象空间。值得关注的是，
舞台上为契合戏曲表演专门设计的
25个正方形网格升降台在国内属首
创。“戏曲舞台表演形式灵活，道具多
小巧精美，传统剧场的条形升降板显
得局限。”宛平剧院设计总建筑师徐
风介绍，“25个小升降台解放了舞台，
给予演员更多表演空间。”

沿着旋转楼梯进入四楼，可以看
到名为“戏·聚空间”的多功能演艺
厅，演艺厅内墙采用可调光曲线玻
璃，宛如一个流光溢彩的琉璃盒子散
发着精致的气韵，这个面积250平方
米的空间未来将举办戏曲教学、培训
讲座、艺术沙龙、品鉴推广等文化活
动，成为戏曲展示普及和文化交流的
场所。此外，剧院还特别设立40座杜
比全景声电影放映厅，挖掘历史史料
并配合文艺院团拍摄的戏曲电影，用
电影手段突破舞台的限制，以舞台艺

术+电影的立体组合方式唤醒古老的
传统文化，赋以新的时代活力。

文化体验多元，引领戏
曲艺术守正创新

一流硬件需要和文化本体相匹
配，才能起到1+1>2的作用。剧院的
设计理念充分尊重传统戏曲的审美
特征、戏曲演职人员使用习惯和观众
欣赏习惯，例如：观众席采取马蹄形
收拢结构，最后一排到台口直线距离
22米，照顾观众欣赏台上表演细节。
后台区特别设置了盔帽间，在走廊宽
度高度上兼顾武戏演员的需求，道具
进景出入口方便卡车进出和装卸货，
连化妆间的灯光及洗脸水龙头都照
顾到戏曲演员的特殊需求。

定于 6 月 23 日的宛平剧院开台
演出将邀请梅花奖、文华奖和白玉兰
奖的戏曲表演艺术家联袂登台，以

“恰是百年风华”为主题，分设“时代
回响”“经典重现”“继往开来”三个分
主题，以文艺工作者的昂扬斗志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王筱丽

据文汇报 凭借视觉的直观性，
红色美术作品为大众领略信仰之美
留下一个个鲜活的入口。激活、集
聚、联动申城众多美术馆的优质红色
美术资源，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上海市美术馆展览季近日正式
开启，将持续至年底。

在这段时间，上海 89 家美术馆
线上线下共同发力，围绕主题展览与
公共教育，包括绘画、雕塑、摄影、书
法、装置、影像、文献、设计等各类作
品，以视觉艺术展陈讲好建党百年故
事。首批推介的项目包括刘海粟美
术馆“百年肖像——艺术家眼中的中
国共产党人”、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
馆“同心筑梦——迎建党百年上海油
画雕塑院作品展”等十个展览。为市
民游客呈上的这一连串视觉盛宴，一
方面是对于上海红色文化内涵、红色
文化精神的深度发掘与传扬，另一方
面也从侧面展示了近年来申城美术
创作与美术馆事业发展的成果，将共
同升腾起遍布全城、延续全年的红色
艺术氛围。

红色美术经典荟萃，更
广泛也更深度地抵达观众

申城不少美术馆均藏有相当数
量、各具特色的红色美术经典。在此
次展览季中，以美为体、以史为魂的
一批精品将接二连三公开亮相，并且
借由创新的展览模式，更广泛也更深
度地抵达观众。

作为新中国第一个以油画、雕塑
为主体的专业创作和研究机构，上海
油画雕塑院几代艺术家都曾热忱用
画笔、刻刀为祖国立传、为时代留
影。其中，张充仁《聂耳像》、陈逸飞
与魏景山合作的《开路先锋》、俞云阶
与朱怀新合作的《农妇》、刘耀真《船
厂的早晨》、吴大羽《公园的早晨》、周
碧初《北海公园》等一批主题性美术
精品都集结在上海油画雕塑院美术
馆“同心筑梦——迎建党百年上海油
画雕塑院作品展”。

而在向来有国画界“半壁江山”
之称的上海中国画院，前辈画师们以
水墨定格历史变迁的许多主题性创
作也早已成为经典。上海浦东机场
艺术馆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歌唱祖国的春天上海中国画院
藏画展”中，吴湖帆《庆祝我国原子弹
爆炸成功》、朱屺瞻《绿化都市》、林风
眠《农妇》、程十发《歌唱祖国的春
天》、谢之光《船坞》、江寒汀《萝卜丰
收大有年》等20件高仿精品将集结，
等待转角邂逅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

不仅展出红色美术经典，也呈
现它们创作的历程，正于龙美术馆
西岸馆举办的“回望与前行——庆
祝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特展”
令人印象深刻。展览展出的 150 多
组主题性美术作品，如沈嘉蔚《为我
们伟大祖国站岗》、黎冰鸿《南昌起
义》、全山石《中华儿女——八女投
江》、靳尚谊《毛主席视察上钢三
厂》、陈衍宁《毛主席视察广东农
村》、艾中信《捻毛线》等，均来自龙
美术馆创始人刘益谦、王薇夫妇的
私人收藏，涵盖油画、版画、雕塑和
手稿。其中一批手稿文献为首次公
开展出，它们与原作的呼应，让观众
体味到艺术名家为主题创作付出的
不凡心力。

策展视角不拘一格，多
维度展示红色文化精神

立足自身定位，挖掘自身优势，
申城不少美术馆也在此次展览季中
凭借新颖独特的视角、不拘一格的展
陈形式，探索红色美术展览的新表
达，多维度展示红色文化精神。

刘海粟美术馆“百年肖像——艺
术家眼中的中国共产党人”与龙现
代美术馆“热血铸春秋 浩气贯日
月——党史上著名先烈英模人物国
画作品展”，均以百年党史中顶天立
地的人物作为线索。前者展示不同
时期70余位艺术家笔下的中国共产
党人形象，近百件展品中有相当一部
分来自中华艺术宫、上海中国画院、
上海油画雕塑院的馆藏。后者汇集
的是用国画艺术形式塑造百位先烈
英模形象的新作，九旬艺术名家汪观
清担任此次展览的艺术指导，组织上
海20多位擅长绘制国画人物画的知
名画家参与创作。

以景喻情，来自久事美术馆“从
石库门到宝塔山——上海延安两地
主题作品展”的别出心裁。展览汇聚
艺术家描绘革命圣地和纪念地建设
成果、即时风景的作品，并以此处风
景的历史样貌予以对比呈现。引领
革命航船劈波斩浪、驶向光明的灯塔
精神，则是普陀区美术馆“灯塔——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书画
展”提炼出的关键词。展出的百余件
作品，来自上海炎黄书画院和黄浦区
美术家协会携手组织多位艺术家多
次赴海岛、灯塔采风时创作的作品，
其中不少作品或直接以屹立在祖国
漫长海岸线上的“灯塔”为表现对象，
或以肖像或群像记录灯塔人和救捞
人的精神风貌。 ■范昕

宛平剧院将于本月底正式回归

“上海之扇”开启戏曲新空间

申城开启庆祝建党百年美术馆展览季，首批推出十大展览

全城美术馆联动尽现信仰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