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速“破圈”的文创产业正为城市发展赋能
（上接第一版）

东方美谷 +影视产业，跨界
“破圈”前景可期

上海不仅是中国电影的发祥地， 也是华

语电影的摇篮。 当前，上海正全力推进全球影

视创制中心建设，奉贤区也在积极参与其中。

就在最近， 这里集中吸引到了 5 个文化

创意基地、14 个文化创意项目： 冷江雨巷、青

溪老街被定为 “上海影视拍摄推荐取景地”，

奉贤区影视取景拍摄服务功能将不断提升 ；

“上海市青年影视编剧创作基地（奉贤）”的建

立， 鼓励青年人才来奉贤设立工作室并开展

相关业务， 不断加大专业化人才的引进和培

养。

“上海设计之都促进中心东方美谷基地”

和“上海时尚之都促进中心东方美谷基地”也

揭牌落地， 将助力东方美谷时尚产业融合发

展，加强东方美谷品牌国际化，完善美丽健康

产业支撑体系建设。

东方美谷产业数字化新零售基地、 盘石

奉贤数字新城项目、青溪电竞教育实训基地、

阿荣影业落户术界创 e 园项目、 南上海文化

影视科创园等 14 个时尚设计、 数字经济、电

子竞技、 影视产业等多领域重点项目签约落

地， 共同助力奉贤文创产业资源要素的集聚

和发展。

记者注意到， 这些文创基地和项目大都

和影视产业有关， 东方美谷大健康产业这张

名片越擦越亮的同时，“东方美谷＋影视产业”

开展跨界合作的前景更令人备感期待。

奉贤区 “筑巢引凤 ”的举动得到了影视

产业的专家们的强烈呼应。 爱奇艺创始人 、

CEO 龚宇表示 ，打造中国电影品牌 ，不能仅

靠艺术家单枪匹马独斗，影视文化行业驱动

力是科技创新，“数字化文创产业”的发展空

间很大。

庄木弟表示，奉贤区要建设“文创之都”，

影视产业和东方美谷美丽健康产业的跨界合

作将成为其中一大重要推动力，“东方美谷拥

有 3000 多个品牌，各种合作大有可为。 奉贤

区将为影视产业发展提供更多优质的服务和

政策支持，打造最高标准的营商环境”。

齐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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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学习走到今天走向未来

习近平总书记为第五批全国干部
学习培训教材作序时指出:?党的历史
经验和现实发展都告诉我们， 没有全
党大学习，没有干部大培训，就没有事
业大发展。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与生
俱来的鲜明品质， 党的历史也是一部
学习的历史。

“如果再过10年我
就死了，那么我就一定要
学习9年零359天”

党史历史文献中， 一部不朽著作

《论持久战》于 1938 年初在延安凤凰
山麓普通窑洞里创作出来， 作者毛泽
东为撰写此著作花了几个月的时间 ，

阅读了大量国内外资料和战争方面的
理论著作。 他废寝忘食，挑灯夜战，其
间还有一个写作时穿在脚上的棉鞋烧
着了也不知道的有趣故事。

5 月的陕北，虽然已是初春季节，

但天气还比较冷。一天半夜时分，已经
连续熬夜几天的毛泽东又坐下来伏案
写作， 警卫员翟作军担心坐的时间长
了会冻脚， 便去找来一盆炭火放到他
的脚边。过了一会儿，翟作军给毛泽东
送水，刚跨进门，一股浓烈的焦糊味就
扑鼻而来。 只见屋里小桌前毛泽东正
埋头书写，而火盆旁则冒着烟。他走上
前去一看， 发现毛泽东脚上的棉鞋烧
着了，便喊起来：“主席，棉鞋着火了！ ”

毛泽东马上脱掉棉鞋， 捂着脚说 “好
痛，好痛”“怎么搞的？我一点也没有觉
得就烧着了”， 说完又回到写作状态，

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毛泽东高度重视学习有很多故
事。 土地革命时期， 战争的残酷环境
下，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学习条件，找不
到书看，使毛泽东很苦闷。在创建井冈
山革命根据地时， 有一次攻下一个土
豪家， 毛泽东就拉上警卫员一起去找
找有没有《三国演义》的书，结果什么
都没找到。毛泽东扫兴而归，于是他作
出一个规定：以后凡打下一个地方，要
组织专人把图书馆看起来。 1929 年，

他写信给当时在上海的党中央，说“我
知识饥荒到十分”“我们望得书报如饥
如渴，务请勿以小事弃置”，希望无论
如何给他搞一些书，还开了一批书单。

长征初期， 毛泽东因病躺在担架上行
军还阅读了《国家与革命》一书。

1937 年 1 月毛泽东到达延安
后， 想尽各种办法和通过各种渠道购
买来各类书籍和报刊， 书逐渐多起来
后书架和床上都摆不下了， 他就在离

自己住处不远处一间平房里放了一些
书，并安排人管理。毛泽东还经常举办
哲学座谈会之类的学习活动， 邀请何
思敬 、艾思奇 、任白戈 、徐懋庸 、许光
达、肖劲光、陈伯钧和郭化若等人到自
己住处，共同讨论研究理论问题。毛泽
东在延安时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
再过 10 年我就死了， 那么我就一定
要学习 9 年零 359 天。 ”对待学习有
如此境界真可谓“痴迷”了。

依靠学习走到今天，
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
未来

学习促使进步 ， 这是个常识 ，对
一个人来说如此，对一个政党而言更
为重要。 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
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是中国共

产党永葆生机和活力的重要保证 ，是
共产党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重要
法宝。

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就是中国先
进知识分子学习马克思主义， 并将其
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结果。 回顾党成
长壮大的百年辉煌， 坚持学习是中国
共产党的历史传统。 从抗日战争初期
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到延安整
风中的“改造我们的学习”，从执政之
初的“学会我们不懂的东西”到改革开
放后的 “全党必须再重新进行一次学
习”，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
期的一定要“学习、学习、再学习”到党
的十九大后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
习时发出 “全党来一个大学习” 的号
召，每当进入一个重要的历史关头，党
中央都要号召全党同志加强学习。 我
们党明确提出学习型政党的建设目
标， 形成集中学习与常态化学习相结
合的方式， 构建党员和干部学习管理

机制， 努力把学习效果转化为实践动
能。每次学习热潮，都会推动我们的事
业实现大发展。

实践永无止境，学习永无止境。马
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始终坚持学习 ，才
能永葆先进性。 加强学习是滋养中国
共产党人初心的内在要求。践行“为中
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
初心和使命， 既要以坚定理想信念为
精神支撑， 又要以各方面的扎实知识
为践行基础。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说 ：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 ” 他指出：

“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
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今年是建
党一百周年， 全党也迎来加强学习的
一个有利契机。 每一位党员都必须按
照党中央的要求， 学史明理、 学史增
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通过全面系
统地学习百年党史， 提高践行初心的
自觉性， 以实际行动在新的历史征程
中再创新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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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不捐献，

那么上一次捐献就没

有意义， 所以我这一

次更应该伸出援手，希望帮助他早日离开病房，回归正常生

活。”说起自己的经历，吴衡显得云淡风轻，而旁人却无不为

这位两度捐献造血干细胞的志愿者所动容。

吴衡，80 后干部，金山工业区朱行居委会副主任。 在同

事眼中，他是一名踏实奋进、勤恳敬业的基层干部；在社区居

民看来，他有一副“有事您说话”的热心肠；而在大家交口称

赞的口碑里，他更是一个乐于奉献、令人敬佩的好青年。

两度捐献，“有一个生命在等着我”
2017 年 4 月，作为造血干细胞入库志愿者的吴衡接到

上海市红十字会的电话，得知自己和一名 25 岁的白血病患

者血样配对成功，他丝毫没有犹豫，当即同意进行造血干细

胞捐献。 一系列前期检查后，吴衡经过 5 个多小时的采集，

捐献了 304 毫升造血干细胞悬液， 为年轻患者送去生的希

望。 那一刻，吴衡觉得“值了！ ”

原以为当时帮助的患者已经康复如初，没想到 2019 年

9 月，他再次接到市红十字会的求助电话，得知当年受助的

那位患者因为病情反复， 需要他再次捐献淋巴细胞才能延

续生命的希望。 吴衡没有丝毫犹豫，一口答应了下来。

“我感觉，有一个生命在等着我，他需要我。 ”回想当初

的情景，吴衡动情地说。

在接到二次捐献电话时，家里人一度很担心，毕竟吴衡

自小身体就不好，也是一名肢体残疾人。 但他自己很坚持：

“有了第一次捐献， 我就已经和一个人的生命连接在了一

起，我有义务去拉一把。 ”

“第一次捐献比较紧张，一切都是未知。 这次捐献轻松

了很多，采集流程我已经烂熟于心了。 ”2019 年 11 月 7 日，

吴衡躺在华山医院的病床上进行二次捐献， 经过 3 小时的

采集，85 毫升的淋巴细胞立刻就被送往那位年轻患者所在

医院，给了他第二次重生的希望。

事实上，吴衡有这份多次捐献的勇气，和他自小身体不

好有很大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一份帮助别人减轻病痛的同

理心。原来，由于肢体残疾，吴衡小时候经常住院治疗。看到

别人生病住院，他自己很能够理解病患的心情。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站都站不稳。经过几次手术矫正，

虽然现在减轻了很多，但依然没有完全正常。 ”随着逐年成

长，吴衡养成了体贴帮助他人的好习惯。

传递温暖，“同行者”越来越多
就在吴衡二次捐献回来上班没几天， 社区退休教师冯

雪莲阿婆趁着去居委会办事的间歇， 特地赶来关心慰问了

他的身体状况。

原来，吴衡刚捐献完没多久，冯阿婆就从女儿处获悉

了他第二次捐献的信息， 心里一直挂念他有没有恢复好、

休息好。

“这个弟弟（指吴衡）捐了两次，大家都很担心他。”当说

起吴衡的为人处事， 冯阿婆一个劲地竖大拇指，“这孩子从

小我就看着他长大，做事认真、心善，我们都经常麻烦他”。

80 岁的冯阿婆丈夫过世，家里有一个先天性智力障碍和肢

体残疾的儿子和一个听力障碍的女儿，由于儿子生活不能

自理，全靠冯阿婆一个人在家照顾，老人也很少出门。 熟悉

她家情况的吴衡经常上门探望、帮忙，一些大事小情也积

极帮助协调、解决。不仅如此，邻里之间有什么困难，再琐碎的事吴衡也会想办法

解决。

“基层工作和其他工作不一样，作为居委会干部，尽管腿脚不方便，他 70%的时

间都是在外面奔波。 对社区 100多户困难户、独居老人等家庭情况了如指掌。 ”与吴衡

共事四年多的朱行居委会党总支原书记宋建中说。

吴衡对待工作兢兢业业，把工作当作自己生活的一部分。他说，“我身边有很多

优秀的老党员、老志愿者，比如几十年如一日清理社区黑广告的吴永昌、九十多岁了每

年坚持捐赠特殊党费的方如泉，他们的精神感染着我，让我觉得应该把这种温暖接

力传承下去。 ”

2005 年至今，吴衡从事民政民生类工作已经有十多年时间。 “温暖是可以传

递的。 方便了其他人，也会得到其他人的反馈。 ”在他带动鼓舞下，妻子覃静和同

学尹平、俞逸平也都成了造血干细胞志愿者，他的“同行者”越来越多。

“带着故事走一圈，感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如何用活用好弄堂里的红色资源，“贴隔壁”居民自制“红色地图”，当好专业讲解员

“咚咚咚……”黄浦区马当路自

忠路交叉口， 沿街商铺换了新租户，

党员志愿者余美宝照例敲开了门，将

外墙保养的种种装修规定一一道来。

西成里，一片见证了近百年历史

的石库门里弄建筑。居住于此的居民

总会自豪地说，自己与中共一大会址

“贴隔壁”。自豪以外 ，在此居住数十

载的居民们有着最朴素的愿望———

期待红色文脉能更好地融于城市风

貌和日常生活之中 ， 让更多人能知

晓、触摸这一段段红色过往。

如何用活红色资源 、 讲活党史

故事 ？ “贴隔壁 ” 的居民们又能做

些什么？

近日 ， 《上海市红色资源传承

弘扬和保护利用条例 （草案 ） 》 立

法意见征询会在新天地商圈党群服

务站开展 。 黄浦区人大代表 、 西成

居委会主任戴瑾将居民们的声音带

到了会场———“红色遗迹遗址的保

护有待完善 ， 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

同参与 ， 住在 ‘贴隔壁 ’ 的居民更

不能少”。

退休党员志愿者：讲党
史是件特别严肃的事情，一
点差错也不能有

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几乎是上

海各条红色旅游线路的必到之处。在

这条旅游动线里，西成里就被圈在其

中。“隔着一条马路就能到”的黄金地

理位置，让不少游客总会不经意间经

过这里。

事实上，西成里的红色点位颇有

些“养在深闺人未识 ”。譬如 ，上海工

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发布命令地点遗

址就在社区内 ，因各种原因 ，承载红

色故事的物理空间已不复存在，目前

遗址上仅是一块 “纪念铭牌 ”供人瞻

仰。“这里的红色故事、红色精神只能

靠我们老居民来口口传扬了！”

戴瑾曾遇上不少专程来打卡的

参观者，但因为只见铭牌 ，几乎待了

不到一分钟就走了。

为此，居民区许多退休党员自发组

成了志愿导览队伍。每次有游客不经意

逛进弄堂时， 党员志愿者们就热情地

将过往的历史娓娓道来。 居民们都为

这里有这样一段红色历史而自豪。

戴瑾说，为了确保讲解词的准确

性和完整性，居民志愿者们还与相关

文保单位定期沟通。一旦有新的内容

变动，他们也会及时更正。“讲党史是

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一点差错也不

能有的。”在党员志愿者的带动下，弄

堂里的人气渐渐旺了起来。不少中外

游客甚至根据网络点评找到了这里，

更多尘封的红色历史为人知晓。

自制“红色地图”：红色
历史不仅更直观，也更有温度

黄浦区淮海中路街道仅 1.41 平

方公里的辖区范围内， 密布着 20 余

处红色革命旧址 、遗址 ，如中共一大

会址、 八路军驻沪办事处旧址等，红

色资源十分丰富。

这儿不仅老建筑多、 老人多，老

党员更多。为了让分散的红色旧址连

点成线，居民们主动向党总支书记提

议：能不能自制我们的 “红色地图 ”？

这样一来 ， 微线路能让更多白领青

年、中外游客对红色文化遗迹有更全

景式的了解。

来自淮海中路街道西成、 孝和、

复三、复四、复兴居民区的居委会书

记们一合计，由街道牵头，一个“红色

地图”计划逐渐清晰。

“我们五个居委会就先标记自己

居民区周边的点位，然后再将它们串

联起来。” 复三居委主任徐招兰指着

手里的“红色地图”说道，大家一接到

绘制地图的任务，积极性都特别高。

最终进入 “红色地图 ”的首批建

筑，不仅充分反映了党史、新中国史、

改革开放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更融

合了衡复历史文化风貌区的红色基

因，以手绘地图的方式呈现———红色

历史不仅更直观，也更有温度。

去年 7 月 ，这份居民自制的 “红

色地图”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退休

党员志愿者向途经的市民游客讲述

老建筑的红色记忆。企业党支部的青

年党员、居民区的新党员 ，总会被热

情的党员志愿者拉着逛上一圈 。“带

着故事走上一圈，这份感情就完全不

一样了。”徐招兰笑着说。

她表示，现阶段的“红色地图”只

选取了老百姓印象最深、 情感最浓的

红色旧址， 还有更多点位值得发掘保

护，“随着排摸的不断深入， 更多鲜为

人知的红色遗迹能够被保护、传承、弘

扬，‘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更加鲜亮”。

■本报记者 王嘉旖
见习记者 王宛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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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上海的早期建筑， 丰裕里早

先没有煤卫设备。 二三层的石库门砖

木建筑， 最多的时候里面挤着数十户

人家。 居民们在狭窄的楼梯， 手拎马

桶上上下下跑， 非常不方便。

结合党史学习教育， 复四居民区

党总支以 “红纽带” 为牵引， 精准聚

焦老百姓的美好生活需要， 紧紧盯住

居民群众的 “痛点” 做文章。 现在，

这里 585 户居民都陆续安装了抽水马

桶。 “微更新” 不仅让居民百姓获得

感、 幸福感、 安全感满满， 也检验出

了新时代基层党组织的 “成色”。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党建引领“微更新”

这个春天，申城青年艺术家群体呼之欲出
（上接第一版） 泛黄的相片， 枯萎的花 ， 老旧的玩

具 、 书本 、 纸板等 ， 共同组成顾欣的综合材料作

品 《朝花夕拾》， 带人们穿越回小辰光； 姜鹿语以

水墨表现超现实意境 ， 以 《虚室生香———沁 》 承

载新生代的奇思妙想……与时俱进 、 充分利用不

同媒介特性的大胆创新 ， 在展览中历历可见 。 这

些作品让人看到互联网时代艺术呈现的新可能和

新生代艺术家别开生面的艺术思维 ， 反映出创作

者对于生活 、 时代 、 艺术以及这三者之间关系的

新认识新体验。

此次展览的学术顾问、 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

教授王远告诉记者， 上海作为中国近现代艺术发源

地， 也是对外文化交流的重镇， 在艺术的各个门类

都曾经产生诸多独领风骚的大家和丰硕的艺术成

果。 他认为这座城市之所以艺术大家和艺术创作成

果层出不穷，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依仗了一代又

一代的青年艺术创作人才。 上海丰沛的青年艺术人

才储备为上海的艺术发展的可持续性提供了可靠的

保障。

“如今互联网新时代到来了， 上海也在打造艺

术创作的国际化中心平台和全球的艺术品重要交易

基地， 新一代青年艺术创作人才就是其中至关重要

的一环。” 王远坦言， 此次展览旨在承继海派之拓展

精神， 因而精选一批勇于精进、 敢于担当的海上年

轻艺术家参展， 力求彰显当今海上艺术新生力量的

崛起。

此次展览由上海中外文化艺术交流协会主办，

王远工作室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