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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走进一家书店，或是漫步在图书馆的书架之间，以“书”为马，

可触及一座城市的灵魂。悦与阅同音，始于读，却不止步于读。
一张《“书香杨浦”阅读地图》，为读者打造趣味十足的文化寻宝之旅；台上是大学副教

授，社区睦邻中心是“教室”，从古埃及金字塔讲到唐朝名画《步辇图》，台下的孩子们听得津
津有味；学习节现场，小学生身临其境体验书中看到的实验，跟着自己的“偶像”一起“玩”懂
科学；入学两年多，她在老年大学学遍了舞蹈班、书法班、沪剧班等不同课程，“好好学点东
西，相当开心”；百年红色薪火在大学校园代代相传，学生与“老校长”进行“隔空对话”，红色
文化主题馆成为开展“大思政课”最生动的教科书……

“教室”没有墙壁，“大学”不设门槛，杨浦如何外修“颜值”、内炼“气质”，逐渐形成“15分
钟阅读服务圈”“15分钟学习圈”？

墨香四溢的“地图”——
大学副教授带着小学生开启
“文化寻宝之旅”

4 月 22 日发布的《2022 年上海市
民阅读状况调查》显示，2022年，上海
人均阅读书籍13.37本，综合阅读率达
96.83%。市民数字化阅读覆盖率提高
至93.56%。

总体而言，上海市民阅读的主要
数据领先全国平均水平，数字化阅读
已成为显著趋势，全民阅读纵深推进。

当天，《“书香杨浦”阅读地图》同
时发布。

《“书香杨浦”阅读地图》，以卡通
地图的形式，标注了位于杨浦的特色
书店、公共图书馆等点位，为市民提供
文化阅读交流“新空间”，打造趣味十
足的文化寻宝之旅，勾绘杨浦的“文化
风景线”。

近年来，杨浦积极实践“三区
联动”理念，顺应全民阅读发展的
新趋势和居民高品质的阅读新需
求 ，精 心 布 局 阅 读 点 位 ，外 修“ 颜
值”、内炼“气质”，形成“15 分钟阅
读服务圈”。

台上是大学副教授，台下是小学
生，“教室”是社区睦邻中心，从古埃及
金字塔到唐朝名画《步辇图》，4月20
日下午，一场关于艺术与人文的讲座，
让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

当天，四平路街道举行了一场
“Insight 洞见自己——音赛特四平睦

邻音乐读书空间”活动，带领青少年儿
童体会艺术之美。

“老师给我们介绍了中国的十大
传世名画，每一幅都很有韵味，诉说着
一段段历史故事，不仅画面生动，也能
帮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历史。”二师附
小学生郭家睿告诉记者。

“有谁知道，唐朝名画《步辇图》
的故事背景是什么？”“是吐蕃王松
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入藏”……授
课老师李晨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副
教授，一向面对的是成年学子，很少
给小学生授课，没想到这一次，孩子
们的表现让他很是惊喜。“挺出乎我
意料的。他们都是低年级小朋友，
但是讲座中的一些基础提问，他们
都能答得上来。这说明孩子们平时
在学校里已经接受了比较好的艺术
教育，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另外，
当孩子们遇到知识盲区时，也能根
据自己的主观角度，结合历史事件，
对没有见过的艺术作品做出很好的
解读。”李晨说。

市民美育水平的不断提高，正
是城市文明的生动体现。“其实很
多时候，艺术是一件简单的事，只
需要你用自己的双眼去感受。”李
晨说，“成年人的三观、审美大多已经
定型了，但孩子不同，他们天然具有
审美的灵性，有很大的可塑空间。让
他们从小就关注艺术、热爱阅读，对
我们未来社会文化氛围的提升很有
帮助。”

没有围墙的“教室”——
小粉丝和自己的“偶像”一起
“玩”懂科学

4 月 18 日，同济小学学生梁惜雯
在四平路街道第十七届学习节现场，
见到了自己的“偶像”——“不刷题的
吴姥姥”吴於人。吴於人带领观众一
起“玩”懂科学，探索迷人的物理世
界。一个“马德堡半球实验”让大家直
呼“科学真神奇”。

“马德堡半球实验非常经典，之前
我在科学书中了解过。今天身临其境
参加这个实验，而且见到吴老师真人，
我很激动。作为科学课代表，我会继
续努力学习，实现自己的梦想——成
为一名科学家。”梁惜雯说。

学无止境，关于如何让孩子“常学
常新”，吴於人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希
望小朋友保持好奇心，对很多现象感
到好奇就去探究。很多家长说孩子爱
问问题，但是问出来我又不懂，那怎么
办？其实家长不一定都要懂，但必须
要跟孩子一样好奇。比如，树叶为什
么长得不一样？去查查资料，跟小朋
友讲讲……让孩子养成一个好的习惯
很重要。”

四平路街道涌现出了一个个“既
叫好又叫座”的优秀社区学习点，不断
优化家门口的“15 分钟学习圈”，如
今，“圈内”又添两个新成员——四平
路街道图书馆“屋顶花园”和抚顺路睦
邻中心“研习室”两个社区终身教育优

质学习点，于当天发布，为居民实现终
身学习提供服务。

今年，四平路街道充分挖掘公共
空间和服务载体，除了正式启用的两
个新学习点外，街道打通了学习与社
区之间的“围墙”，例如，街道图书馆
免费为同济留学生办理借书卡；发挥
社区睦邻中心阵地作用，提供多层
次、多样化的亲子教育指导服务；“楼
道微改造”“我们的百草园”“阜新路
口袋花园”等项目，让居民进一步融
入社区，促进学习型社区多维度联动
发力。

不设门槛的“大学”——
退休居民两年多把课学遍，
“好好学点东西，相当开心”

今年68岁的沈园园，年轻时忙于
工作，有太多兴趣爱好无法实践，如今
退休在家，她终于能一圆艺术梦想。
入学杨浦区老年大学两年多，沈园园
学遍了舞蹈班、书法班、沪剧班等不同
课程。“以前没时间，现在心定下来，好
好学点东西，相当开心。”沈园园说，

“最近决定好好学习沪剧，学了一段时
间后，许多沪剧段子我都能自己唱出
来了。”

4 月 17 日，杨浦区老年大学春季
班开班，恢复线下授课。

腰肢柔软，动作灵动，情绪饱满，
笑脸盈盈。当天下午两点，舞蹈教室
里，十几名学员身着统一队服，正在老
师的指导下开展排练。不久后，她们
将登上区级舞台。

再次见到熟悉的老友，学员们无
比兴奋。课间休息时，大家聚在一起，
聊起了近来的生活。58 岁的卢君在
老年大学学习舞蹈已经四年多了，“我
们团队凝聚力很强，彼此之间很是想
念。现在又能在一起跳舞了，很开
心！”卢君说。

舞蹈班指导老师马长林告诉记
者，此前，他们已在线上开办朗诵、
声乐、舞蹈等方面的讲座，通过直
播、录像留存等形式授课。不过，舞
蹈教学对个人形体、团队配合要求
很高，少了面对面的交流，学员们难
以对技巧做到百分百领会。“现在，
我们恢复了线下上课，有了这么好
的 场 地 ，以 后 开 展 活 动 就 方 便 多
了。老师可以当面示范，学员自然
学得更透彻。”

记者了解到，本次区老年大学春
季班共开设 17 个班级，包括国画、书
法、钢琴、声乐等课程，深受欢迎。

据 介 绍 ，区 老 年 大 学 成 立 于
2004 年，发展至今已有 2000 多名学
员。近年来，区老年大学不断丰富
课 程 设 置 ，搭 建 各 类 学 习 展 示 平
台。接下来，学校将进一步拓宽老
年教育空间和老年大学资源，灵活
运用信息化手段，实现空中教学、远
程教学；同时开展各类社会实践和
交流合作，加强学员互动，让更多老
年人享受到优质的教育资源，老有
所学，老有所为。

“大思政课”的“立体教
科书”——“新学生”与“老校
长”进行“隔空对话”

“老校长，您看到了吗，这盛世如

您所愿！老校长，您看到了吗，沪
江 园 百 年 红 色 薪 火 相 传 ！”“ 同 学
们，我听到了，我看到了。我们的
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我们的
学校也在高水平大学建设的新征
程上阔步前行……”在刘湛恩烈士
故居红色文化主题馆揭牌仪式上，
大师剧《刘湛恩》的学生演员和刘
湛恩故居学生志愿讲解员以沉浸
式朗诵《追寻》，和“老校长”进行了
一场“隔空对话”。

上海理工大学湛恩大道旁，有一
栋红砖白窗的老建筑，沪江大学首任
华人校长、中国近代著名教育家、爱
国志士刘湛恩曾在此居住十年之
久。刘湛恩烈士故居红色文化主题
馆建成于 1922 年，其所在的历史建
筑群为上海市第 4 批优秀历史建筑，
并于 2019 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
单位。日前，它入选第八批上海市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

在上理工的发展进程中，以刘湛
恩为代表的革命烈士和仁人志士谱写
了一部牺牲救国、工业立国、科教兴国
的历史。这些历史被高度浓缩在馆内
10万余字展陈大纲中、镌刻在113件
展陈实物上，成为开展“大思政课”最
生动的教科书。

主题馆共两层，建筑面积约 357
平方米，主要包含“热血铸丰碑——
刘湛恩烈士生平事迹展”和“丹心向
春晖——上海理工大学红色文化主
题展”两个展览，内设烈士雕像、场景
复原、实物（含仿制）展出、VR 互动、
多媒体视听、在线展馆等，展陈形式
丰富。

沿着木质楼梯走入“热血铸丰
碑”主题展，在参照原貌复原的书房
中，放着一把拐杖，触地那一端已经
严重磨损。90年前，刘湛恩每天都会
拄着拐杖到校园里走走，和师生们谈
心论事；在这里，他让沪江大学从“在
中国的大学”变成“中国的大学”；也
是在这里，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积极探索教育
救国之道。

动力产业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工
业发展的基石。“祖国在召唤，工厂
在招手，我们在战斗中成长……”这
是历届在四川东方锅炉厂工作的 94
位校友写给母校的信。这封信的背
后，是一批批上理学子投身“三大动
力”“大小三线”建设的缩影……一
楼展厅内的“丹心向春晖”主题展，
通过剪影方式，融合学校发展史上
重要的事件和人物、文化脉络、地标
建筑等元素，诠释了一代代上理人的
报国故事。

据悉，主题馆面向公众免费开放，
2021年6月开馆以来，接待线下参观
来访人数近1万人次，340余万人次在
线观展。

上海理工大学党委副书记孙跃东
表示，学校将进一步打造主题突出、导
向鲜明、内涵丰富的精品陈列项目，同
时用好上海市“红途”平台，推动红色
教育基地建设向数字领域延伸，拓宽
社会教育覆盖面，让红色文化基因代
代传承。
■记 者 汤 顺 佳 毛 信 慧 王 歆 瑜
王修远 宇文昊

悦，始于读，却不止步于读

杨浦如何勾绘“文化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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