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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本报讯 建设工程文明施工水平
是城区文明程度的一个缩影。由区
文明办、区建管委主办的杨浦区建设
工程文明施工示范工地学习宣传活
动近日启动，计划每月月末根据当月
全区建筑工地文明施工实施情况，选
出一个工地作为当月文明施工示范
工地。

其中，“107街坊（二期）保障性住
房项目施工工地”荣获杨浦区5月份
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荣誉称号。

作为文明施工的“佼佼者”，107

街坊（二期）保障性住房项目初步形
成引领示范带动作用。“这里不仅施
工场地合理利用，而且现场干净整
洁，物料堆放整齐，标识标牌摆放得
恰到好处，特别是立体绿植围墙的改
造和宣传标语设置上，让我们耳目一
新”。杨浦区 118 街坊 B1-3 地块动
迁安置房项目的项目经理秦洪祥，参
观了位于平凉路 1757 号的 107 街坊
（二期）保障性住房项目施工工地。

随着“四高城区”建设拉开序幕，
杨浦的建设工程数量再次迎来高峰。

今年 3 月 12 日召开的全区建设
工地文明施工动员大会，对文明施工

的标准、要求、规范进行了全面宣传
贯彻。区建管委梳理了历年来人民
群众的信访诉求、人民城市人本价值
取向及相关法规、创全要求、本区工
程施工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等，制定
了《杨浦区建设工程文明施工实施细
则》。

细则对工地围墙围挡设施、施工
噪声扬尘控制、车辆冲洗等方面明确
标准、细化要求，全面落实房建工地
围墙生态化、景观化、人文化，市政工
地规范化、标准化，充分体现人民城
市干净、有序、生态、美丽、人文的发
展要求。

杨浦首个文明施工示范工地诞生

学习宣传活动旨在进一步促进建设工程施工单位更好履行文明施工的
主体责任，改善工地周边环境，营造“比学赶超”氛围，促进全区建筑工地文明
施工水平共同提高。

6月1日，“曙光——红色上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艺术作品展”在杨浦滨江毛麻仓库落下帷幕。本次
展览历时18天，线下累计观众超过2万人次，团队预约超过500支，网络“直播”观众超过200万人次。 ■记者 王歆瑜 摄

■记者 毛信慧

本报讯“口腔健康，全身健康”，
预防口腔疾病的关键在于从小培养
良好的口腔保健习惯。近日，区牙病
防治所的医生们来到平凉路第三小
学，为孩子们带来一堂生动有趣的儿
童口腔保健现场教育培训课。

医务人员通过模型展示、现场讲
解、示范演练等形式，循序渐进，深入
浅出，为孩子们讲解了爱牙和护牙的
基本常识，包括牙齿的功能、牙刷的
使用、牙膏的选择等。在互动交流环
节，一本本图文并茂的口腔健康宣教
手册，让同学们爱不释手。大家边看
册子边竞相提问，你一言、我一语，在

轻松的氛围中学到了口腔健康知识。
据悉，近年来，区牙病防治所坚

持在每年的“六一”儿童节前后为风
帆初级职业学校的特殊儿童提供口
腔健康公益服务，至今已有五年。

今年儿童节当天，医生们又再次
来到了风帆初级职业学校，为孩子们
开展口腔健康教育和相关检查。“希
望能让特殊儿童得到特别的关爱，感
受到来自于社会的温暖，让他们的笑
容更加灿烂。”杨浦区口腔防治所所
长黄胜春表示，作为区域内唯一一家
公立口腔疾病防治机构，下阶段将结
合专业特色，常态化开展“我为群众
办实事”系列活动，为建设“健康杨
浦”助力加油。

区牙病防治所开展系列活动，把口腔健康服务送进校园

提高区域儿童口腔保健意识

为了让小朋友更好地理解口腔，医务人员还自制了宣教手册。
■图片由区牙防所提供

（上接第 1 版）全力以赴加快推进疫
苗接种。

谢坚钢对当前疫苗接种工作表
示肯定，并指出，加快疫苗接种事关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是当前疫
情防控的头等大事，全区各部门、各
单位要密切配合、上下联动、形成合
力，持续提高接种能力、接种效率、
接种覆盖率。要加强资源统筹调
度，合理安排预约登记，科学规范接
种流程，完善相关应急预案，推动疫
苗接种再提速。要全方位宣传疫苗
接种的必要性、有效性和紧迫性，积
极开展需求摸排，推进疫苗接种应
种尽种、能快则快，早日构建筑起群
体免疫屏障。要强化服务保障能

力 ，加 强
现场接种

人员引导，落实安全保障和防晒防
雨等措施。同时要切实关心关怀一
线医务人员、工作人员，合理安排轮
换休息，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科学、安
全、有序。

薛侃一行分赴江浦路街道张家
浜居委会活动室和海上海新城小
区、长海路街道黄兴绿园老年活动
室、殷行街道爱久家园卫生站等社
区接种点以及互联宝地、复旦科技
园等园区接种点，实地踏勘疫苗接
种工作推进情况，听取了相关工作
汇报，并与一线医务人员亲切交流，
对他们勇挑重担、冲锋在前的精神
给予肯定。

薛侃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充

分认识构建群体免疫屏障的长期性
和复杂性，切实将疫苗接种工作作为
当前疫情防控的头等大事抓紧抓
实。要强化资源统筹，结合区域接种
人群数量和进度，因地制宜、合理设
置接种点，配齐配足人员设备，全力
做好各项保障。要提升接种效能，进
一步细化工作流程，减少接种人员等
待时间，提升接种人员满意度。要压
实安全责任，围绕接种安全、场所安
全、组织安全等环节，加大接种监管
力度，牢牢守住安全红线，确保接种
全过程绝对安全。

区委常委、副区长周海鹰，区委
常委、人武部部长李猛，副区长、区公
安分局党委书记、局长陈志康，副区
长李雅平、王浩分别参加。

■张蓓 成佳佳 傅新

（上接第 1 版）也为推动新时代城区
高质量发展带来了重要战略机遇。
要将公园形态与城市空间有机融合，
强化生态要素保护和开发，推进以滨
江绿道为主线、以工业遗存为特质、
以公园街区为场景的公园城市建设，
走内涵式、集约型、绿色化的高质量
发展之路。将公园要素与产业生态
有机融合，依托杨浦创新发展优势，
结合“长阳秀带”在线新经济生态园
建设，以公园为基地带动产城融合，
以高品质生态投入吸引高水平产业
投资，推动“产业高端化”和“环境生
态化”共荣共生。将公园设施与人民
需求有机融合，坚持将人作为公园城
市建设的核心，建设一批高品质公共
服务设施，构建可阅读、宜漫步、有活
力的城市会客厅，努力让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

现场，与会领导为杨浦滨江创建
市级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专家顾问
颁发聘书。徐建华公布《杨浦滨江创
建市级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实施方
案》。杨浦滨江公园城市先行示范区
以“公园姓公、服务人民，三生融合、
协同创新，共建共享、社会参与”为基
本原则，以打造高品质绿色公共空
间、服务区域建设发展、助力杨浦成
为更高品质的国际化大都市中心城
区为目标导向，将通过加强绿化建

设、优化生态空间布局、完善区域交
通配套、布局高品质公共服务设施等
全方位规划和实施，争取通过三到五
年时间把杨浦滨江建设成具有示范
性、引领性、发展性的公园城市先行
示范标杆区域，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
的包容性、开放性、国际性的全球友
好会客厅。

当天正值世界环境日，杨浦区贯
彻实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
周年暨第三届“寻找身边最美生活垃
圾分类达人”活动在中央广场举行。

《条例》实施以来，杨浦区不断完善分
类体系，持续加强精细管理，建立亮
牌督办机制，有力提升杨浦生活垃圾
分类实效，在 2020 年度全市各区生
活垃圾分类实效年度综合考评中排
名第一。

活动现场，与会领导共同启动杨
浦区垃圾分类示范线路。“第三届杨
浦区身边最美生活垃圾分类达人”揭
晓。爱分类·爱回收公司与美团公司
签订包装减量合作协议。餐厨企业
代表作餐厨垃圾减量承诺。

当天，与会领导还沿杨浦滨江公
共空间参观了杨浦滨江人民城市建
设规划展示馆和大桥公园一期建设
工地等处，切身感受杨浦滨江从“工
业锈带”到“生活秀带”的华丽转变。

■记者 张蓓

加强统筹协调确保疫苗接种工作科学安全有序

15.6平方公里杨浦滨江打造高品质绿色公共空间

乘坐公交，用哪只手拉扶手？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公交车上，有哪些地方
是不能站的？扶手该用哪只手拉？
日前，在鞍山初级中学的安全教育课
上，巴士一公司的工作人员将同学们
请到公交车厢中，实地讲解如何安全
乘坐公交车。

工作人员表示，车尾部的高台过
道，是公交车上的危险点位之一，如

果站立时不拉扶手，遇到车辆刹车，
人就容易向前冲出去。

乘客在车厢站立时，用哪只手拉
扶手，也是有讲究的。工作人员在现
场向同学们演示：“如果乘客背对着
车辆行驶的方向，不管乘客拉没拉扶
手，都很容易由于车辆刹车而前倾摔
倒。如果乘客面对窗户站立，除了双
脚要跟肩膀同宽外，乘客还必须用右
手拉住扶手，否则也容易摔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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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国歌展示馆的藏品故事（一）

永恒旋律在这里回荡
■记者 王丹彤 赵晨亮 陈志昂

国歌展示馆位于上海市杨浦区荆
州路 151 号，于 2009 年落成并对外开
放。上世纪三十年代，这里曾是进步
电影《风云儿女》的拍摄地，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就是该片
的主题曲。如今，这里展出着410件珍
贵藏品，通过2000平米五大乐章精品
陈列、4处仪式教育场所、18处多媒体
互动场景、50个国歌故事多重演绎，诉
说着新时代初心不改的国歌情怀，焕
发出更加璀璨的红色文化魅力。让我
们透过一件件珍贵藏品，一起打开尘
封记忆，走进峥嵘年代。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黑胶唱片，

是国歌展示馆的“镇馆之宝”，首版唱
片当年发行量极少，馆内现存的这张
首版唱片，保存完好，放到唱机上仍能
正常播放，激昂的旋律跨越时空，催人
奋进，历久弥新。

1934年春，由夏衍、沈端先等人组
成，中共电影小组直接领导的中国第
一家专门拍摄有声电影的左翼电影公
司——电通影业公司改组成立。1935
年初，电通公司从斜土路迁到杨浦荆
州路405号，摄影棚也设在此处。《风云
儿女》正是它迁入新址后拍摄的第一
部电影，电影讲述了以诗人辛白华为
代表的中国青年在经历了一段虚无缥
缈的浮华生活后，内心重燃抗日救国
火种的故事，影片结尾，他与其他劳苦
大众一起高举火把，唱起了《义勇军进
行曲》。

1935年5月9日，时任百代公司音
乐部主任的任光，在公司录音棚内，为
电通公司七人合唱队演唱的《义勇军
进行曲》灌制唱片，唱片由贺绿汀请当
时在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担任乐队指挥
的苏联作曲家阿龙·阿甫夏洛穆夫配
器，唱片上的录音之后被转录到影片

《风云儿女》的胶片上。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

城大戏院首映，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
伴随着影片的上映，唱响大江南北，成
为鼓舞全国人民一致抗日的战斗号角。

2015年，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入选第二批上海市档案馆文献遗产名
录，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风雨沧桑，这张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如今静静的躺
在国歌展示馆的展柜中，通过铿锵的旋
律，向人民讲述抗日救亡的红色历史。

赵丹的小提琴
《义勇军进行曲》由田汉作词、聂

耳作曲，其在正式面世之前，还经历了
几段小小的波折。田汉最初为这首歌
起名为《军歌》，据说是写在香烟盒锡
箔衬纸上的。在他被捕后，电影剧本
稿纸便和锡箔衬纸一起传递到了夏衍
等人手中。

聂耳得知田汉被捕后，主动找到
夏衍，承担起为《风云儿女》影片谱曲
的工作。在霞飞路的住宅里，聂耳很
快便作就了曲子的初稿，随后来来回
回修改数次。他和电影的其他负责人
认为，结尾不够铿锵有力，为了适应乐
曲的旋律，聂耳等人决定增加“前进”
的叠句。这是新版歌词和旧版歌词最

大的区别之一。
1935 年 4 月，《风云儿女》在荆州

路405号电通公司的摄影棚进行紧张
的拍摄。聂耳还亲自来到这里，用创
作出的简谱初稿试唱了《义勇军进行
曲》，并倾听了司徒慧敏和张云乔等人
的修改建议。

彼时，中共地下党组织遭到反动
当局破坏，不少左翼文艺工作者被捕
入狱，由于聂耳所谱写的大量歌曲反
映了人民的心声，成为鼓舞人民、教育
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和战斗号
角，因而引起了反动当局对他的仇恨
而要逮捕聂耳。经党组织的安排，聂
耳于1935年4月15日东渡日本，在日
本，聂耳正是在小提琴的演绎中，完成
了《义勇军进行曲》的定稿，并寄回电

通公司。不幸的是，1935年7月17日，
聂耳将生命永远留在了日本藤泽市的
鹄沼海岸。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这位伟大
的人民音乐家，准备筹拍一部以聂耳为
主题的电影，这时，表演艺术家赵丹出
现在大家的视野里。1959年，赵丹在电
影《聂耳》中饰演聂耳，当时剧中使用的
小提琴，就是按照聂耳当年所使用的德
国制造的小提琴仿制而成。

如今，这把赵丹在剧中使用过的
小提琴原件就珍藏于国歌展示馆中，
尽管小提琴边缘已经磨损，油漆也有
些脱落，但四根琴弦依然光亮如初，为
后人讲述聂耳这位“音乐战士”，以乐
器为刀枪，用激昂的旋律唤起国人抗
战斗志的故事。

1935年5月24日，《风云儿女》在金城大戏院首映

电影《聂耳》剧照

首版《义勇军进行曲》唱片

影片《风云儿女》拍摄场景还原

《义勇军进行曲》各版唱片赵丹在电影《聂耳》中使用的小提琴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词作者田汉和曲作者聂耳一起谱写了多首脍炙人口的音乐
作品，是文艺创作的黄金搭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