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沪上本土书店大隐书局迎风怒放
不到四年开出十家门店、运营三家图书馆，坚持“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

前不久 ， 上海首家海派文化主题书

店———海派书房惊艳亮相， 这是疫情期间

沪上第一家新开业的实体书店， 也是大隐

书局在沪开出的第十家直营门店。 作为生

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书店品牌， 不到四年大

隐书局遍布全市， 走出 “契合当地社区属

性、输出文化服务终端”的特色之道。

“逆势”开新店，宣告了实体书店从业

者对上海、对行业的坚定信心。“五一”小长

假期间，大隐书局呼应上海“五五购物节”，

旗下各门店推出图书 5.5 折起的优惠活

动，以及机器人模型编程互动等活动，吸引

更多市民走进书店，感受阅读的力量。 “从

图书卖场蜕变为能呼吸、 知冷暖的书香磁

场，需赋予实体书店更多的文化体验可能，

让书店内化为日常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大隐书局有限公司董事长、创始

人刘军打了个比方， 书店的存在可以帮助

社区成为“城市美好生活的 IP”，好的书店

不仅是复合跨界文化消费空间， 也应成为

一座城市的精神能量场。

“逆势 ”而开 ，迎风绽
放，特色新店以书香赋能城
市公共文化供给

很多人还记得大隐书局第一家店———

2016 年， 武康大楼店门口多了两张长凳，

因门口是公交车站台， 书店特意将店门往

后挪了约十平方米， 为候车人提供能避风

雨的临时歇脚处。当时正值酷暑，周围没有

便利店， 书店向过往行人和读者每天赠送

500 瓶矿泉水……一份份低调的善意 ，在

市民中口口相传，不少人专程到书店打卡。

四年来， 这份人文情怀伴随着大隐书

局陆续开出杨浦创智天地店、 临港湖畔书

局、虹口白玉兰广场店等十家门店，同时承

担傅雷图书馆等三家图书馆的日常运营。

“战胜疫情、拥抱春天，当下实体书店尽管

面临压力，但一定会顽强生长。 ”在刘军看

来，书店除了做大，还可以做深，尤其是在

上海寸土寸金的商业地段， 打造一些主题

突出、受众细分、业态丰富的专业书店，或

许是实体书店尝试的方向。

因此，新开的海派书房以“老情调、新

海派”为文化标识，萃选了海派文学、海派

艺术、海派建筑等类别图书，书店还为上海

年轻设计师打造海派主题文创的互动、展

示、销售平台，与书架比邻的共享琴房将引

入上海音乐学院师资和“雅马哈艺术家”驻

店，为街区居民创造钢琴艺术体验、多业融

合的魅力空间。今年 6 月起，海派书房将放

大文化名家效应，联合叶辛、赵丽宏、陈光

宪、张军等沪上文艺家，举办海派音乐、海

派文学、海派戏剧及海派美术的艺术导赏、

文化体验和专家讲座等活动。

“为守望者暖茶，为夜行人燃灯”，一直

是大隐书局的宗旨。 在刘军看来，新时代的

书店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不再只是简单的售

书与买书；暖茶与燃灯，意味着书店更有人

情味，更有社会担当的自觉。而以书香赋能

社区地缘文化，摆脱“千店一面”的连锁复

制模式，才能与居民产生真挚深切的互动，

成为令当地读者流连忘返的家门口书房。

以目前营业至晚上十点的创智天地店

为例， 当大学路沿街餐厅和咖啡馆渐次亮

起灯光， 书店就散发出独有的磁场效应。

“书店周边分布着复旦大学、同济大学等十

余所高校和百余家科研院所， 有显著的三

多———大学生多、年轻白领多、软件工程师

多，这一带夜生活相对活跃。 ”据书店负责

人透露，正是捕捉到“三多”人群的读书、社

交需求，书店主打亲民时尚牌，融入周边餐

饮、休闲的夜色经济格局中。

而大隐湖畔书局则因地制宜打造鲜明

的旅游主题书店特色， 拓展了滴水湖的旅

游内涵和服务功能。 作为临港地区文化产

业布局的重要一环， 书店推出灵活的共享

图书模式，丰富当地公共文化内容的供给。

叠加新功能新业态，线
上线下合力为书店导流

有业内人士指出， 突发的疫情对于实

体书店来说，也是调整业态、优化阅读体验

的机会。 无论是接轨线上直播带货、 试水

“外卖”增加销量，还是通过多元化发展、探

索跨界经营打造差异化竞争， 背后都折射

了实体书店的转型努力。

不满足于仅仅开一家店， 大隐书局不

断修炼内功， 成为有能力输出服务的文化

终端。最近大隐书局首次走出上海，布局长

三角文化版图， 将于今年 7 月在苏州打造

“云栖时光”文化融合项目，试验阅读场景

和生活场景的深度融合， 尝试商业项目和

公益文化的碰撞。刘军透露，目前沪上多个

店面的图书零售收入只占书店总营收的

40%，约六成盈利则来自输出专业团队、文

化服务，比如和沪上多家社区、企业、艺术

场馆合作， 参与上海重要节庆活动的品牌

策划、建筑空间的整体设计、名家资源的文

化产品策划开发等。

努力自救“造血”，挖掘更多盈利模式，

书店才能活下去、活得好。 3 月中旬，大隐

书局五家门店入驻外卖平台饿了么， 不仅

卖图书、杂志，还可以下单文创产品、玩具、

卫生防护用品， 各种优惠活动颇为醒目。

“虽然目前整体外卖订单量有限，但至少迈

出了尝鲜的第一步。 ”有学者认为，当书店

摆脱“从出版社拿来书放在书架上，赚个批

零差”的老概念，深耕“内容服务”和“模式

输出”，才能从单一商品售卖平台向具有特

色的文化交流场所转变， 助力书店开拓文

化资本、增强粉丝黏度，内化为城市生活方

式的一部分。

■本报记者 赵征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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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出游玩，如何称心又安心

小长假外出游玩，住酒店有哪些注意事项？ 魏晓敏说，首

先要通过酒店官网或正规旅游预定平台预订房间， 准备好健

康码 。 提前预订不仅让你对整个行程更 “了然于胸 ”， 而且

能提前了解这家酒店的卫生和消毒情况， 以及酒店的相关防

疫要求。

酒店大堂属于公共空间， 假期客流可能比平时要多， 办理

入住时要佩戴口罩， 排队时与他人保持一米以上距离； 乘坐酒

店电梯时， 尽量不要用手直接触碰电梯按钮， 可以使用纸巾或

者一次性手套等； 进入房间， 请立即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 并

开窗通风。

虽然现在酒店都是 “一客一消毒”， 但建议还是自备水杯、

毛巾和洗漱用品， 环保又卫生。 此外， 减少接触酒店各处公共

物品， 碰触后及时洗手。 外出游玩结束回房间休息， 建议更换

衣物和鞋子， 把外套、 鞋子放在通风处， 同时保持生活用品卫

生清洁， 不要与外用物品混放。

魏晓敏提醒， 长假期间如果酒店客流较大， 在酒店用餐建

议错峰， 两人以上用餐使用公筷公勺， 或请酒店员工送至房

间。 出门在外， 可随身携带酒精棉片， 对门卡、 手机等擦拭消

毒， 但最好的清洁方式还是用流动水洗手。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健康指导部主任魏晓敏：

提前通过酒店官网或正规旅游预定平台预订房间，

并准备好健康码。在酒店时要注意错峰用餐，进房间
先洗手并开窗通风

住酒店有哪些注意事项？问

■本报记者 沈湫莎

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呼吸科主治医师谢国纲 ：

出门在外，应密切留意个人身体情况，如感觉身体不
适，应暂缓出游。 游玩过程中如有发热、咳嗽等症状，

第一时间与所在场所工作人员联系， 根据指引及时
前往相应医疗机构就诊

游玩时身体不舒服怎么办？问

出门在外， 舟车劳顿， 偶尔有个 “头疼脑热” 在所难免。

谢国纲指出， 在前往景区前， 游客应密切留意个人身体情况，

如感觉身体不适， 应暂缓出游。

步入疫情防控常态化阶段， 无论是酒店还是景区， 一般都

配有体温监测装置。 市民如在游玩过程中出现身体不适， 首先

应稳定住情绪， 不要过度恐慌、 焦虑。 要仔细观察自身状况，

看看是否存在发热、 嗓子疼、 咳嗽等症状。

一旦发现上述症状， 应立即停止行程， 在做好防护措施

的前提下， 第一时间告知所在场所的工作人员。 同时， 要根

据提示 ， 尽快前往附近相关医疗机构就诊 ， 谨防交叉感染 。

在咳嗽、 打喷嚏时， 要格外注意文明礼仪， 同时避免前往人

多的场所。

谢国纲建议， 为减少此类情况出现， 在旅行途中， 大家应

尽可能保持健康生活方式。 要注意饮食规律， 食物搭配合理，

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 保持正常的作息规律， 防止出现过劳或

者熬夜的情况。

■本报记者 王星

■本报记者 许旸

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书店品牌，不到四年大隐书局遍布全市。 (书店方供图)

67天，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进驻市公卫中心的瑞金医院重症医学团队解除隔离观察昨“出关”

昨天下午 1 时，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

心防控西楼大厅，随着黄白相间的警戒线收

起，包括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洪平等

在内的多名医护人员结束为期两周的隔离

观察，正式“出关”，在这个“五一”小长假，和

家人团圆。

穿着一身蓝色长袖衬衫，戴着贴有国旗

图案的口罩，瑞金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瞿洪

平率先走了出来。 和瞿洪平一起“出关”的，

还有他所在团队的另 5 位医护人员。从 2 月

11 日进驻至今， 瞿洪平团队用行动践行了

“提升治愈率、降低病死率”的承诺。

“等彻底打赢这场硬仗，我先要找‘Tony

老师’理个发。”昨天正式“出关”的瞿洪平觉

得，自己的头发前所未有的长。 接过鲜花和

荣誉证书，他所在的“瑞金天团”一起在合影

海报上签名。

身在防控西楼，瞿洪平总会想起之前在

应急病房里连续奋战的 67 个日夜， 刻骨铭

心。“如果说公卫中心是上海的‘战疫堡垒’，

那我们重症医学就是这里的最后一道防

线。 ”面对前所未有的压力，前所未有的责

任，瞿洪平用“心”守护着病患。

“救治危重症患者，靠的是‘熬’。面对新

冠肺炎这个新的疾病，医护人员对它的认识

需要时间，各专业团队都在不断磨合、整理，

治疗方案也在不断调整。 只要坚持住，把病

人的生命体征托住， 熬过了， 曙光就在前

方。 ”瞿洪平说，特别是“上海方案”出台之

后，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效率越来越高。

今年4月15日， 是瞿洪平心中另一个具

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 ： 两位接受ECMO治

疗的危重症患者出院。 “这是上海救治能

力的体现。” 瞿洪平回忆， 其中一位患者童

老伯， 曾经昏迷多日， 生命体征不甚乐观，

从过往对疾病的认识来看， 救治童老伯已

经 “非常困难”。 但在市公卫中心， 所有的

医护都没有放弃。 瞿洪平记得， 在对童老

伯实施了47天针对单人的最高级别支持后，

整个救治工作 “熬 ” 过了最艰难的一段 ，

迎来了曙光。

今年 3 月 18 日， 也是一个瞿洪平难忘

的日子———他在市公卫中心“火线”入党了。

昨天，专程到市公卫中心来迎接瞿洪平

团队“出关”的，是来自医院的“家人”———瑞

金医院党委书记瞿介明和院长宁光带领 4

位驰援武汉的医生代表以及市新冠肺炎救

治专家组成员毛恩强一起， 欢迎他们 “回

家”。宁光动情地说：“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瑞金医院为战‘疫’而外派的所有医疗团队

和医护人员都安全回家了，圆满地完成了党

和人民交给的任务。 ”

此次战“疫”过程中，90 后充分展现出

了一代青年的责任和担当。 昨天 “出关”的

“瑞金天团”中，呼吸治疗师谢思敏就是一位

90 后。 从 2 月 18 日到 4 月 18 日，她在市公

卫中心应急病房奋战了整整两个月 ,“在这

里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我为自己骄傲。 每

天都特别有干劲，也特别有成就感。 ”

谢思敏的日常工作包含高流量氧疗、机

械通气治疗、气道管理、人工气道建立等。她

面对的基本都是重症、危重症患者，这类病

患的病情变化非常迅速，因此需要更加细致

地观察病人肺部情况的变化。

呼吸治疗师和患者的距离非常接近，发

生职业暴露风险较高。 特别是在痰培养、气

管导管调整、雾化吸入治疗时，患者容易发

生无法自制的呛咳，有时痰液甚至直接喷溅

到谢思敏的面罩上。

“这时候，你会害怕吗？”面对记者提问，

这个爱笑的女孩脱口而出一句话：“来不及

（害怕）。 守护患者呼吸功能，是我最重要的

工作。 ”

据悉 ，在 “瑞金天团 ”撤离之后 ，支援

市公卫中心的 “五大天团 ”中 ，只剩仁济重

症医学团队尚未“回家”。他们将在 5 月 9 日

撤离。

无法再“躺赢”的淮海路这样开启逆袭

百年来， 淮海路之所以被典藏、 被分享， 就是因为她已不仅仅是一条商业街，

更成为上海的一个文化符号。 做强品牌经济， 做厚社交标签， 做广消费场域———在

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当下， 在拥抱互联网的风口， 无法再 “躺赢” 的长长淮海路， 以

此开启了一场逆袭。

上图： 今年适逢淮海中路辟筑 120 周年， 这两天， 一场热闹的购物节启动仪式

在淮海中路近成都南路的 TX 淮海广场举办， 为淮海路这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增添了

青春活力。

本报记者 顾一琼 袁婧摄影报道

上海文艺创作台上好戏幕后苦练
“云端”引爆文艺新业态崭新活力

(上接第一版)

原来， 这是上海大剧院为这次活动特别策划的 “彩蛋”。

相比于其他院团和剧场， 大剧院试水直播不算早。 上海这座

标杆性的殿堂级剧院， 一直希望寻找合适的主题， 通过重磅

阵容和高水准呈现， 体现一家综合性剧院的包容性与创新性。

正如作家陈丹燕笔下曾经描述： “从高架开车过去， 大剧院

灯光亮着， 说明有演出， 我心里也会觉得高兴。” 昨天距离大

剧院 1 月 24 日发布停演和退票公告， 已过去近一百天。 在这

段日子里， 剧场已许久未见昔日灯火通明。 如何重建这份期

待与约定 ？ “有光 ， 就有戏 ” 的概念应运而生 。 而开篇的

“一镜到底”， 就是希望让观众跟随舞者步伐重温剧场的实境

体验。

“原创首演” 同样是大剧院一直以来策划引进节目的关键

词。 此次特别放送， 也有一部作品在这个特殊时期完成了 “舞

台首秀”。 那就是上海芭蕾舞团首席演员吴虎生编导的现代芭

蕾 《浮生一梦》。 作品以昆曲 《牡丹亭·游园惊梦》 为灵感， 描

述了一个当代青年在梦境与梦中人相遇， 以梦境为媒， 道出当

代人的生活哲思。 直播放送中， 只见由吴虎生、 戚冰雪等四位

舞者， 在钢琴、 大提琴和昆曲水磨调中悠然起舞。 中西融合跨

界演绎， 让网友在弹幕直呼 “太巧妙” “太有张力” ———虽听

不到现场的掌声， 依旧能够感受到新创作品首秀成功带给观众

的惊喜。

主题策划各显神通，用产品思维创新演出模式

相比于舞者的集体亮相 ， 梅派青衣史依弘 、 青年歌剧

演员韩蓬 、 音乐剧 《变身怪医 》 主演刘令飞等艺术家的倾

情独唱 ， 则透过镜头凸显出一种特别气场 。 若不是镜头出

现空无一人却亮着灯光的观众席 ， 恐怕很难让人意识到 ，

这是一场疫情期间的演出 。 与以往演员面向观众席演出有

所不同 ， 此次大剧院的特别放送来了个 180 度转弯 ， 三层

观众席取代了以往的舞台布景 ， 也让活动有了别样的体验 。

仿佛正是用 “虚位以待 ”， 提醒着线上观众———等待疫情过

后 ， 我们剧场见 。

在 “五一” 期间的演出云端 “常态化” 活动中， 各院团可

谓八仙过海， 纷纷以产品思维创新演出模式。 昨晚， 上海歌剧

院于辰山植物园的 “云游” 让人耳目一新。 演出前， 歌剧演员

特别跟随植物学家的步伐， 展开一场 “秘密花园” 之旅， 透过

镜头， 与观众一起 “云赏花”。 紧接着， 演员们更是在温室的

花草包围下放歌。 而上海沪剧院分别于劳动节和青年节上演的

专场音乐会， 则充分依托新址 “白公馆” 的环境优势， 由上海

沪剧院院长茅善玉领衔， 让吴侬软语、 洋房与花园合力打造出

一道风味地道的 “本帮菜” 佳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