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出伏
高温不会轻易告别

■本报记者 许旸

人物小传
张家禾，“多伦路街区的

红色记忆” 现场教学课程创
始人。 八年间， 他已累计接

待学员 400 余批。 在他的鲜活讲述中， 许多发
生在老建筑中的革命故事生动再现， 党的城市斗
争历史重绽光芒。

■本报记者 祝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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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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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与世界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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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故居出发，沿山阴路、多伦路、黄渡路走上

一圈，只需短短 20 分钟。 但就在这片不足 1.5 平方公

里的区域内，却拥有李白烈士故居、中共江苏省委旧

址等 50 处名人故居 、38 处历史遗址遗迹 、44 处优秀

建筑。
这一处处上海历史文化地标， 都被张家禾清晰地

记录在他的 “多伦路街区的红色记忆” 现场教学方案

上。 八年间，他已累计接待学员 400 余批。 通过他的讲

解，许多发生在老建筑中的革命故事生动再现，党的城

市斗争历史重绽光芒。张家禾说：“研究红色记忆、讲述

老房子里的故事，用双脚丈量老房子地图，是我最大的

乐趣。 ”

三十年钻研红色故事

“老虹口”，是张家禾给自己贴的一张标签。 1977
年， 张家禾进入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专业就读。 毕业

后，他在金沙中学当了两年历史老师，随后调至虹口区

委党校担任教职。除了读大学的那四年，张家禾几乎没

有离开过虹口区。
让这片土地上的红色故事为更多人知晓， 是张家

禾一直以来的心愿。他深知，虹口区的老房子里不缺革

命英雄的故事， 然而历史记忆却容易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淡化。 他要做的就是尽力“拉住历史”。
1984 年进入虹口区委党校后，张家禾有了一个新

身份： 党校教师。 他开始把研究重心转移到虹口党史

上。 他翻阅了大量有关上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的史

料和文献，革命史、文化史、甚至地理风俗的演变，只要

是和虹口区有关的，他都找来研究。
“恒丰里看似普通，但前门通往山阴路、后门直达

宝安路，‘逃生通道’四通八达，中共江苏省委就曾在这

里秘密开展工作……”逐渐地，张家禾对于党的城市斗

争历史有了自己的研究心得。
2010 年， 虹口区展开新一轮虹口党史的发掘宣

传。 抓住这一契机，张家禾深入红色故事现场走访考证，
了解老建筑背后的故事。 到文史馆、档案馆查阅资料，从
浩如烟海的文字记录中发掘线索； 寻访老邻居和年长

者，按照门牌号逐一探访、考证……更多历史细节渐渐

“浮出水面”。
经过近半年实地探访，张家禾发现，当年多伦路街

区城市斗争高度密集， 一批共产党员在这里留下了革

命的足迹。 多年的教学经

验告诉他， 如果把这些史

料运用到党性教育中 ，将

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茛 下转第三版

长宁：有温度的日常“研磨”国际精品

深度转型牵引“品质增量”，这里滋养着一大批生活服务类

互联网企业，这里的艺术书店与大饼油条也能共存———

“你必须非常努力， 才能看起来

毫不费力。” 这句形容优等生的 “心

灵鸡汤” 很适合长宁区。 长宁区是上

海唯一一个以 “国际精品” 为定位的

城区， 区委书记王为人说： “越是深

度转型， 创造增量越难， 我们要有奋

楫者先的意识， 坚决落实中央和市委

要求， 主动对标上海建设卓越的全球

城市目标愿景， 努力为全市发展作出

更大贡献。”
深度转型牵引的 “品质增量” 让

长宁区拥有异于其他城区的特质， 它

渗透在城区环境、 产业结构、 公共服

务的方方面面。 这里最早告别成片二

级以下旧里， 是沪上 1/5 境外人士的

居住地， 也是生活服务类互联网企业

的优选落户地 ； 这 里 的 历 史 风 貌 区

能让艺术工作室和大饼油条店共存；
这 里 的 城 区

建设指标包含

餐饮点评网站

的 美 食 榜 单 。
这 也 许 就 是

长 宁 区 的 生

活美学。
茛下转第三版 位于长宁区临空经济园区的凌空 SOHO 建筑群。 袁婧摄

新安全观维护持久和平
２１ 世纪的今天， 人类依然在思索一个古

老的命题： 如何摆脱战乱冲突， 实现持久和
平。 ２０１７ 年年初，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
瓦总部作出回答， 再次呼吁各方树立共同、 综
合、 合作、 可持续的安全观

这一新安全观顺应全球化与和平发展、 合
作共赢的时代潮流。 从历史维度看， 人类社会
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 各国相
互联系、 相互依存加深； 从现实维度看， 冷战
思维和强权政治阴魂不散， 恐怖主义、 难民危
机、 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

新治理观着眼公正合理
当今世界， 随着全球性挑战日益增多， 加强

全球治理、 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已是大势所
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
局第三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推动全球治理体
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大家的事， 要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原则， 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
各方共识， 形成一致行动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根植于各国主
权平等、 权利平等、 机会平等、 规则平等的准则
之中， 已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理念新思想新
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发展观追求共同繁荣
如何实现全球经济良性复苏和发展， 是

摆 在 各 国 政 府 和 世 界 面 前 的 共 同 难 题 。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
发展峰会上提出公平、 开放、 全面、 创新的
新发展观

中国提出新发展观， 不只停留在理念层
面， 而是落到实处。 特别是， 通过推进 “一
带一路” 建设， 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 为全
球提供新的公共产品， 释放各国发展潜力，
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
为推动世界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荩 均刊第二版

张家禾在李白烈士故居前为学生们讲解。 袁婧摄

有了“颜值”后如何更具互动性
互联网背景下的实体书店———

如今的实体书店，不仅越来越美丽，
也越来越“聪明”。实体书店普遍回暖后，
人们开始关心未来的书店会怎样： 它会

存在于智能手机里，随时被“添加”或“删
除”；还是在城市公共空间中成为一种生

活方式？
今年上海书展期间，第二届“实体书

店创新发展年会” 汇聚了近百位全国各

地业内人士， 其中不少书店掌门人分享

了最新的书店转型升级案例。 在业内看

来，实体书店已愈发频繁“嫁接”在多种

业态当中， 既融合了互联网探索智能创

新， 也带着温度更多地融入人们日常生

活的场景之中。

书店变身城市“书房”，好
书可以借回家

不久前，安徽合肥的一家新华书店，
以共享书店的身份亮相，引发广泛热议。
依托书店数十万本图书资源， 读者只需

下载 “智慧书房 ”App，缴纳 99 元押金 ，
拿起自己想看的书，扫描二维码，就能把

书带回家阅读。
“一本图书走出书店，是否就意味着

书店的服务终结？我们不希望如此，围绕

图书开展深层次的阅读交流和推广，书

店该有所作为。”在安徽新华发行集团董

事长曹杰看来，打造不打烊的共享书店，

让读者在书店“借书”是一个开始。 他透

露，共享书店投入运营一个多月后，周均

客流增加了 53%， 超过 12 万次借还，复
借率达 63%，书店的营业收入不降反升。
未来， 共享书店将在安徽多个城市落地

展开，书店还设置了“阅读奖学金计划”，
三个月内读完 12 本书就返还一定比例

的押金作为奖赏，激励读者“手不释卷”。
无独有偶， 四川新华文轩集团也创

建了“文轩云图”智能实体书店，由自助

借还主机和智能书柜组合而成， 基本功

能是借书 、荐书 、查书 、还书 、IP 推送和

信息发布。如今，这类迷你的智能书店在

四川的社区、学校遍地开花，书店平均上

架图书约 500 册，不受时间空间限制，阅
读触手可及，有数据显示，智能书店开张

三个月， 平均每个终端已吸引超 1.8 万

人次借书。这种书店不会“喊累”，还能贴

心按需更新书目———书店方会根据终端

用户的借书喜好与频次等大数据， 进行

统计分析， 定期调整上架图书的题材类

别，“剔旧购新”，让读者获得更优化的阅

读体验。
茛 下转第三版

是什么让经典一再重版重译仍历久弥新
荩 刊第四版

刚过去的周末， 2017 上海书展迎来大客流。 挤过人群终于购得心爱

之书， 一位小读者迫不及待在书展台阶上看了起来。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上海科技馆
暑期客流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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