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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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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创中阿战略伙伴关系更美好未来

习近平向第30届阿拉伯国家联盟
首脑理事会会议致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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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清明时， 身边

祭奠英烈告慰忠魂的人越来

越多了。 但是在刚刚过去的

周末， 有媒体披露， 一家理

发店竟在广告语中调侃英

烈 ， 一句 “我要的是桂纶

镁， 出来的是刘胡兰” 引发

众怒， 而相关工作人员回应

质疑时轻描淡写： “现在的

年轻人都喜欢段子， 只是宣

传一下而已”。

从这样的回应中不难看

出，“调侃刘胡兰”“拿英烈编

段子” 在某些人眼中不算大

事，只不过是所谓“年轻人都

喜欢”的一种作秀方式。

这种想法大错特错。 和

平年代 ， 绝不允许以 “段

子” 为借口调侃英烈。 崇敬

英烈是传承民族精神的纽

带， 拿英烈做广告甚至侮辱

英烈的行径绝不是小事。

革命英雄主义是中华民

族的精神脊梁， 面对英烈和

历史， 我们每个人要心怀敬

畏。 过去一段时间里， 出现

了一些打着 “纯粹娱乐 ”

“个性张扬” 的旗号调侃英

烈的 “暴走” 漫画、 恶搞经

典的 “大合唱” 歌曲等， 本

是感天动地的英烈事迹， 被

一些人当成段子解构， 热血

忠魂被调侃甚至被质疑。 这

些言行不只是开玩笑、 抖机

灵、 赚吆喝那么简单！ 英雄

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对英

烈的调侃和侮辱， 不仅突破

了道德底线， 更会因为 “去

英雄化” “去崇高化” 而割

断我们的历史传承， 颠覆一

个民族的敬畏和崇敬， 让理

想和信仰无处安放。

英烈不容亵渎 ！ 营建

“精神生态” 需要全民之力，

捍卫英雄的事迹需要 “亮

剑” 精神。

这次调侃英烈的广告已

遭遇网民的共同谴责， 地方

主管部门迅速组织力量依法

进行查处， 可见损害英烈的

行径在当下没有市场。 去年

5 月 1 日实施的 《中华人民

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明确指出： 任何组织和个

人不得以侮辱、 诽谤或者其他方式侵害英雄烈士的

姓名、 肖像、 名誉、 荣誉。 这为 “恶搞” “调侃”

敲响警钟。 只有让损害英烈尊严的人付出必要的代

价， 才能让我们的网络和现实社会更加清朗。

和平年代， 英烈事迹激发的是爱国主义情怀，

为年轻人树起的是正确的人生观。 “别拿年轻人说

事儿， 你没资格代表我” “我们年轻人不喜欢， 建

议严惩”， 许多年轻网友在这次 “广告事件” 中已

鲜明地表达立场 ， 这体现出当下年轻人身上的正

能量。

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 有英雄却不知

敬重爱惜是可悲的。 时下年轻人身上蕴藏的这股正

能量难能可贵。 我们应该让这样的正能量更广泛地

在社会中传播， 形成我们的文化自觉， 让调侃侮辱

英烈的行为彻底失去土壤； 我们应该让这样的正能

量形成社会风尚 ， 让尊重英烈成为人们的行为准

则， 使英雄的精神真正成为一代人维系过去和未来

的纽带。

让更多温暖的生活质感照亮网络世界
一批展现平凡生活的短视频正逐渐取代泛娱乐化、泛物质化内容成为流量王

真实生动温暖的日常生活， 正在替代博

眼球的 “三俗” “猎奇” 内容， 逐渐成为互

联网视频传播的流量担当。

过去一年， 受到青少年喜爱的哔哩哔哩

网 （B 站） 上， 播放量和内容增长最大的品

类， 并非炫目的动漫游戏， 而是生活类视频。

前不久， B 站在上海网络视听季上公布了这

样一组数据， 在该网站上生活类视频去年总

播放量为 330 亿次， 同比增长了 80%。 尤其

是， 一些展现看似寻常的乡村农家视频竟俘

获了众多青少年的心， 成为流量王者。

随着视频与直播平台的普及与壮大 ， 靓

丽颜值与搞笑猎奇不再是 “网红 ” 的单一

标签 ， 人们更愿意分享那些现实生活的真

实感动 ， 用手动点赞垒砌出一批坚持奋斗 、

胸怀梦想的 “平凡英雄 ”： 他们中有每天定

时在菜棚中分享种菜经验的 90 后 ， 有闲暇

时随手利用建筑工具坚持健身的哈尼族修

路人 ， 也有非遗传承人认真与专注的技艺

分享……

在传播学者看来， 生活类视频的走红是

人类记录生活的本能、 记录传播工具升级与

网络参与感 “合谋” 的产物。 而来自真实的

感动战胜低俗猎奇， 泛娱乐化、 泛物质化的

流量泡沫开始逐渐退散， 也体现出中国网络

审美的升级。

“网生代拥有开阔的视野与多样的选择，

他们不喜欢随波逐流， 不再追求与自我能力

不匹配的物质享受， 而是热衷于思考自己应

该成为怎样的人， 拥抱怎样的精神生活”， 在

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晓文看来， 对当下

真实生活的观察热情 ， 折射出这一代网络

“原住民” 探索社会、 认知自我的心灵需求在

不断开拓提升。

平凡生活中孕育的柔韧力量，

叠化出丰富温暖的“社会投影”

作家韩松落曾如此形容以快手为代表的

短视频网站： “它是由平凡众人堆积起来的

巴别塔， 它可以是 CCTV7 （央视军事农业频

道 ）， 是百工图 ， 可以是旅游杂志 、 音乐频

道， 或者曲苑杂坛”。 因为涉及社会生活方方

面面真实而又琐碎的内容， 网络短视频拼凑、

叠化出一个真实社会生活的 “网络投影 ” 。

“在这里读懂中国” 被更多网友用来描述当下

的短视频网站。

分享自己再熟悉不过的日常， 就有可能

成为拓展他人视野的 “爆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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庸叟其实无缘庸
■ 钱剑夫是我国著名经济学家、 文字学

家，曾任《汉语大词典》编委、分卷副主编，长期
从事秦汉经济史和语言文字的研究。作者钱定
平从儿子的视角，回忆父亲钱剑夫与他一生中
五位“贵人”交往的故事

讲清杜甫离开草堂的缘由

在文化学者看来，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一代，对现实社会的构成和劳
动人民的生活有了一定的认知。逐渐成熟起来，却又不拘一格的他们，更愿
意从多样的真实生活中，汲取美好、收获力量，从而踏踏实实生活，更好地拥
抱真实的自己

■本报记者 张祯希

申城：“文化盛宴”进商圈 随处邂逅艺术美
“2019城市文化客厅”启动，优质文化艺术提升消费服务质量

漫步城中的繁华商圈， 耳畔突然响起温

柔灵动的钢琴曲；在机场候机，转身就能与一

场“非遗”精品展相遇；钻进川流不息的地铁，

站台和车厢里扑面而来的是文艺气息……与

艺术美丽的邂逅， 今后将越来越多地出现在

市民生活中。

昨天， 2019 “上海城市文化客厅” 启动

仪式暨上海艺术商圈开幕演出在静安大悦城

举行。 当下大受追捧的 “力量之声” 组合和

热门音乐剧演员、 作曲家龚天鹏以及上海爱

乐乐团空降现场， 以一首首经典串烧歌曲和

管弦乐作品， 将商圈的热闹气氛推向高潮。

今年，“上海艺术商圈” 步入了第三个年

头，记者获悉，200多个品类、超过1000台优质

节目将通过全市100个商场来到市民身边。不

复制、不照搬，为不同商圈、各类人群提供量

身定制的舞台艺术节目，提升消费服务品质。

与此同时， 随着打造 “上海城市文化客

厅” 的深入， 申城的地铁站、 机场也将变身

成一个个微型的文化厅和艺术馆， 迎来百余

场精彩演出以及音乐、 美术、 “非遗” 等展

示空间， 让人们与红色文化、 海派文化、 江

南文化的魅力不期而遇。

演出进商圈，文化品牌与服务
消费共建朋友圈

音乐剧 《芝加哥》 等时下最热的文化大

餐， 在商场就能免费欣赏； 浸入式戏剧 《不

眠之夜》 上海版， 将商场变成临时剧场， 带

来一场 “商业魅影” ……进入第三个年头的

“上海艺术商圈”， 似乎越来越能摸准商业与

文化交融的契合点。

“上海艺术商圈” 于 2017 年首次推出。

当年， 160 台节目、 536 场活动吸引了近 25

万人次的市民参与； 到了去年， “上海艺术

商圈 “覆盖面扩至上海 15 个区 ， 引进 400

多台节目， 热度持续升温， 特别是周末、 节

假日及主题活动期间， 对商场客流量、 销售

额等都有明显的推动效应， 消费人群的体验

性显著增强。

上海市商务委副主任刘敏介绍， 相较于

前两年的活动， 今年 “上海艺术商圈” 将进

一步升级和扩容， 构建富有人文气息的 “城

市文化会客厅”。

从节目数量上看， 承办方上海文广演艺

集团将携手上海大剧院艺术中心、 上海戏曲

艺术中心等，带来超过200多个品类，延伸出

超过1000台节目； 从节目形式来看， 除了京

剧、沪剧、昆剧等，学生族最爱的“二次元展”、

“王者荣耀”电竞展等也将出现；从范围来看，

今年的活动将覆盖全市16个区， 覆盖商圈将

从去年的60多个扩展到100多个综合商业体。

“购物商圈过去只有静态的商业， 但动

态的人文情怀和艺术气质是消费升级过程中

稀缺的元素 。 文旅局主动送文艺演出进商

圈， 正好补齐了商场的短板、 服务需求的增

量。” 刘敏认为， 这是一篇共赢的文章， 文

艺演出从剧场走向市场 ， 增强了 “上海文

化” 的影响力， 人文与商业的互动， 有利于

“上海购物” 不断创造需求、 引领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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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童薇菁 徐晶卉
■ “2018艺术

商圈” 将丰富多彩
的儿童剧、 小丑嘉
年华等表演带到静
安大融城、189弄
购物中心等沪上商
圈， 吸引了大批消
费者参与

神经外科领域精专一个方向，可能都需要花费毕生精力，而毛颖是少有的
“全才”。“成长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比别人看更多的书，投入多于别人两三倍的
精力。”他说自己生逢其时，见证、参与了中国神经外科的起步、发展与腾飞，背
负着一代人又一代人的使命：老师把神经外科打造到如此高度，他作为后来人
有责任必须做好

从医27年，接诊患者十万余人，三次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如今，他带领
全球最大神经外科团队，并主导上海“脑计划”和脑研究———

华山医院名医毛颖：书写“中国神外”传奇

毛颖常说，用双手触摸大脑，不仅是在触摸病灶，也是在触摸人类特有的
认知功能，这是医学赋予神经外科医生的 “特权”。这种 “特权”，他已拥有27

年，他希望累积现有知识往前走，继续利用手中这个“特权”，在直面疾病和缺
陷时，找到重塑脑功能的钥匙。“将来，中国将不再一味说自己拥有海量病例，

而是要发掘数据的意义，开发人工智能，建立模型，预测疾病。”在上海“脑科
学”计划里，毛颖承担着脑疾病研究、上海“脑库”建设等多项重要的新任务

《关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几个问题》

荩 刊第二版

“上海艺术商圈”供图 制图：李洁

日本新年号今天对外公布
两个汉字牵动全社会目光

■ 随着日本明仁天皇退位时间节点日益
临近，世人对新年号的兴趣越发浓厚。根据日
本政府3月29日敲定的流程，新年号将于4月1

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由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
正式对外公布

人物小传
毛颖，1967年8月出生， 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

副院长、神经外科常务副主任、中华医学会神经外科
分会候任主任委员。从医27年，他接诊患者十万余人，独创众多关
键新技术，三次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 “你只管努力，上天自有安排”

■从跟跑到领跑，进步源于永远自省

■放下“完美手术”，成就更多生而为人的需求

■本报东京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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