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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等奖 231 10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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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报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位
于普陀甘泉社区的“青立方”

市民健身中心昨天启用。走进

“青立方”，映入眼帘的是由深

灰色集装箱房搭配彩绘搭建而

成的健身场地，包含7片羽毛

球场、2片乒乓球场地、1间飞

镖馆、1间桌球房和1间体操房

在内的社区健身综合体，多维

度满足不同人群的健身需求。

“青立方”所在区域位于岚

皋路桥下，从新村路地铁站2号

口至双山路的区域，占地面积近

2000平方米。原先是一个垃圾

回收站，由于和居民区只有一墙

之隔，因噪音、气味和整体环境

等问题经常遭到周边居民投诉。

2022年下半年起，双山居

民区党总支联合甘泉路街道相关

部门多次召开群众座谈会听取意

见，居民们提出：小区健身场地

较少，希望能够将垃圾回收站作

功能调整，成为居民身边的健身

场地。

根据前期调研情况，普陀区

将这一区域纳入城市微更新实事

项目，共同探索城市公地集约化

利用的全新模式。在不影响街道

市容环境工作的前提下，拆除了

原先的垃圾回收站，新建甘泉社

区“青立方”市民健身中心。

在试运营期间，甘泉路街道

将组织辖区居民及单位共同体

验，并对场馆建设运营等各方面

提出建议。广大健身爱好者也可

通过即将上线的“趣运动”小程

序搜索“甘泉社区健身中心”进

行场地预约。还将有“开业福

利”：场馆以“全场半价”形式

进行开放，同时根据市民健身中

心的设置要求，每周公益开放时

长将达56小时。

甘泉路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将围绕“15分钟社区生活

圈”建设，持续不断挖掘辖区内的“金角银边”，通过高质量

城市微更新，支持建设覆盖儿童、青少年、残疾人、中老年等

各类全年龄段人群的健身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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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吴金娇）青年学子为何要读马克思主义经典
著作？如何引领读者抽丝剥茧、原汁原味读经典？日前，历时近

两年编撰而成的著作《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读》（以下简称《领

读》）由华东师范大学正式出版。

《领读》精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15篇著作，由13位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知名的专家学者担纲作者。该书的特

色是“领读”，即专家引领着读者逐段读原著。发行座谈会与

会专家谈到，在思政课教学中，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不

易，这本书就如名师在旁，引领读者“原原本本地学、仔仔细

细地读”。副主编龚咏梅介绍，为了让更多人读懂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基于本书的同名课程将在今年9月在中国大学慕课

网上线。

“读原著、悟原理，是铸魂育人、立德树人的重要途径。”

中共中央党校原副校长、《领读》主编李君如认为，确立科学

信仰基础在于读原著、悟原理，更要发挥思政教师在编撰、深

学、细悟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重要作用，精心引导和栽培

青少年。

“《领读》的出版，是希望能帮助青年学子包括青年教师

更加深刻、有效地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华东师范大学党

委书记梅兵指出，五年来，华东师大切实推动思政课建设内涵

式发展，持续加强思政课教师队伍建设，发挥教师教育优势特

色，以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为牵引，探索完善“大思政

课”建设路径。同时，学校加快服务构建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

科学，务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阐释，并探

索融入转化为思政教育内容，以卓越学术有力支撑卓越育人。

华东师大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领读》

名师引领原汁原味读经典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2023年上海成分献血募集量稳步提
升。记者昨天从上海市血液中心获悉，去年，本市入库单采

血小板92009人份，相对2022年同比增长19.9%。其中，市

血液中心募集单采血小板达80820人份，相对2022年同比增

长69.4%。92009人份和80820人份两个数值均创下本市单采

血小板募集和使用的历史最高值，有力保障了本市临床用血

需求。

成分献血是指采集血液中某一特定成分的献血方式。目

前，本市成分献血工作主要聚焦血小板采集，即单采血小板，

这在白血病、恶性肿瘤治疗中的作用不可或缺。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来自健康人群自愿捐献。去年，市血

液中心共2388位爱心人士累计捐献单采血小板超50人份，其

中累计捐献200人份有116人，300人份以上有33人，超400

人份有14人。市血液中心介绍，目前本市临床单采血小板需

求量较大，许多患者需长期输注单采血小板维系治疗。由于单

采血小板保存期只有5天，需要有源源不断的爱心市民捐献才

能满足患者用血需求。

为让更多市民知晓成分献血，市血液中心通过进高校下社

区，采用视频、漫画、品牌联动等形式，推广普及成分献血知

识。有捐献意向的市民可提前通过上海市血液中心微信公众

号，查询就近成分献血点预约参加成分献血。

上海市血液中心：单采血小板
保存期短，仍需市民踊跃捐献

去年成分献血募集逾9万人份

在修缮一新的鲁迅存书室数字会客厅，

扫描书架上的二维码，就能获取鲁迅先生当

年的“同款藏书”。本周，虹口区首届“红色瑰

宝”藏品品鉴会开出“大先生 ·鲁迅”专场，包

括左联盟员王尧山家属等社会人士现场捐赠

鲁迅著作相关珍品书籍，为左联会址纪念馆

再添重磅馆藏。

本月初，虹口区启动首届“左联月”，通过

开展系列活动，讲好红色故事。左翼文化运

动旗手鲁迅曾在上海虹口度过人生最后10

年，“左联月”期间，虹口区不断放大鲁迅IP

丰沛体验场景，让更多旧址遗存焕发新生，让

更多精品馆藏与观众见面，让市民游客更好

感受“学习处”与“打卡点”中的人文温度。

以新形式新科技重塑鲁迅存书室

经过为期近半年的修缮，位于溧阳路

1367号的鲁迅存书室数字会客厅本月初正

式开放。鲁迅存书室旧址门牌号为1359号，

与该会客厅为同一幢楼。

去年，会客厅修缮时，四川北路街道创新

以茶香议事会、项目联席会、楼组恳谈会等多

种沟通机制，扩大周边居民参与，调动多方力

量保育和活化文化遗产。当时，鲁迅长孙周

令飞翻出家中存书室老照片，供设计方参

考。周令飞表示，此次修缮不是旧址复原，而

是以新形式新科技重塑一个会客厅。当年，

约20平方米的存书室被祖父的6000余册书

塞得满满当当。现在，存书采用电子书形式

“上架”，以更环保、方便的方式供读者取阅。

同时，在室内摆放休闲座椅、老式藤椅，让市

民游客可以坐下休憩、打卡。“我们不是要复

刻一个冷冰冰的现场，而是打造有人情味、有

传播力的新打卡点。”

珍品书籍入库填补馆藏空白

在与鲁迅存书室旧址一街之隔的左联会

址纪念馆，本周又有一批鲁迅相关珍品书籍

入藏。其中包括左联盟员王尧山家属捐赠的

全套1948年版《鲁迅全集》，上海鲁迅纪念馆

原副馆长乐融捐赠的全套2021年版《鲁迅手

稿全集》，社会人士沈琦华捐赠的《海上述林》

上卷等。

王尧山女儿宋联连介绍，此次捐赠的

1948年版《鲁迅全集》系鲁迅密友胡风于

1949年5月与父亲重逢时所赠，书上还有胡

风的签名。王尧山健在时常读这套书，回忆

在左联的岁月、与鲁迅交往的时光。这套书

的入藏，弥补了左联会址纪念馆缺少1949年

前出版的《鲁迅全集》的空白，对开展鲁迅研

究、左翼文化研究、出版研究等都很有意义。

乐融曾参与其捐赠的《鲁迅手稿全集》编

辑工作，当时编辑组秉持“应收尽收”理念，最

终收录鲁迅手稿影像3.2万余页，较已出版的

手稿增加近1.5万页，囊括了迄今所能搜集并

确认的全部鲁迅手稿，其中不少资料在当时

是初次面世。这套书也是中国出版界目前最

大规模的手稿集。

沈琦华捐赠的1936初版精装本《海上述

林》（上卷）是鲁迅先生在瞿秋白先生逝世后，

为其编辑的译文集。这部书初版时仅印刷了

500本，其中100本为精装版。

首届“左联月”启动以来，鲁迅  持续吸引市民感悟先进文化力量

打卡品“红色瑰宝”，扫码读“先生同款”
■本报记者 单颖文

“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表达起来却不

动声色。我用诗化意象的方式，去展现普

通共产党人内心生命与情怀的光彩。”著名

戏剧导演王晓鹰表示。由上海话剧艺术中

心制作出品，王晓鹰执导的话剧《千里江山

图》进入首演倒计时，将于3月23日露出真

容。“理想和英雄的风雅颂。革命者以信

仰、纯真和勇气高举起冲破黑暗的火炬。”

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授奖辞这样形容作家

孙甘露笔下的长篇小说《千里江山图》。原

著和舞台呈现有哪些相通和不同的艺术特

色？昨天，在演出前一周，王晓鹰率先“剧

透”这段隐秘而伟大的传奇。

演员交替“入戏”，书写一本
立体小说

“一部从文学作品改编而来的话剧，要

能够保持文学本身的特点，这个还是非常

重要的。”为了这个目标，王晓鹰和编剧赵

潋商定剧本的改编方向，不用封闭式的戏

剧体“包裹”故事，而是反其道而行之，采用

叙事体形式，演绎和叙述相结合，在舞台上

呈现一部“立体的小说”。孙甘露的小说整

体上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叙述，层层伏笔、

抽丝剥茧、细腻缜密。多条线索引出多个

谜团：秘密会议中的中央特派员是谁？会

议被破坏，内奸是谁？“千里江山图”计划的

内容是什么？凌汶的丈夫龙冬到底是生是

死？随着情节发展，多条叙事线索交会在

一起，真相也将浮出水面。

据王晓鹰介绍，话剧开场，即是一群年

轻人共同朗读《千里江山图》，在读的过程

中，演员们交替着“入戏”，轮流成为剧中

人，共同完成前期设定的形式感，人物的背

景将在开头被依次交代。因此，没有读过

原著的观众也可以快速了解人物之间的关

系。话剧《千里江山图》由小说的开篇拉开

大幕，结尾的台词则落在小说的最终段，清

晰的文本结构贯穿在演出之中，在王晓鹰看

来，这样一种开放性的方式丰富了舞台内容，

“朗读和戏剧性的表演有机结合，能够传递出

人物表演之外更广阔的内涵。”

故事与城市呼应，勾勒时代特写

四马路菜场楼上的会议室，中共上海地

下党行动小组的秘密会议正要开始，特务包

围了会场，在场的人全部被捕。究竟是谁走

漏了风声？党中央紧急派遣陈千里同志抵达

上海，调查内奸，完成“千里江山图”计划。在

宏大的时代背景下，《千里江山图》截取了当

时社会生活的一个切面。故事发生在1933

年的上海，从腊月十五到正月十八，短短一个

多月的时间里，记录了一群生活在当时的平

凡人物，为了同样的理想和信仰，共同完成一

个名为“千里江山图”的秘密计划。作者用这

个秘密计划将人物紧紧联系起来，勾勒出英

勇的时代特写。

战斗在隐蔽战线的无名英雄们，是《千

里江山图》 当之无愧的主角。话剧中张瑞

涵、马伊琍、韩秀一等15位演员全部来自

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为了适应作品的结构，

演员们需要放下线性的沉浸式表演习惯，在

短时间内酝酿情绪，尝试跳进跳出，灵活地

切换身份。“这出戏，人物的情感和心理活

动比较复杂，挑战很大，但演员们完成得很

好，准确、快节奏地将叙述和表演衔接起

来。”王晓鹰表示，“他们用丰富的情感和感

染力，将革命先辈的义无反顾浓烈地表达了

出来。”

华懋饭店、北四川路桥、邮政大楼、顾家

宅公园……在小说中，孙甘露用真实的地标

还原出丰满细致的上海风貌。在话剧中，观

众也将看到具有城市特色的布景和建筑细

节。透过舞美，王晓鹰更期待展示一卷“思想

流动志”，“在特定的时间和外部环境里，故事

情节中那些人们的思维活动、思想升华，将跟

舞台上用各种手段呈现的上海风情，形成呼

应关系。”

孙甘露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改编话剧《千里江山图》首演倒计时，导演王晓鹰提前“剧透”

叙述表演相结合，共赴隐秘而伟大的传奇
■本报记者 王筱丽

演员马伊琍（左）和张瑞涵在剧中分别饰演凌汶和陈千里。

（图为人物海报，均上海话剧艺术中心供图）

“鲁迅存书室数字会客厅”已完成修缮对外开放。 （均虹口区供图）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一版）

从单向度的作品传播到实
现“内容共创”

事实上，中国的主旋律题材如何做到

“墙内开花墙外香”，一直是“华流”出海的

重要课题。最新一批主题剧能实现多地

区、多平台的广域覆盖，既是内容的胜利，

也得益于渠道的优势。在这方面，作为多

年来持续布局全球市场的上海柠萌影视，

为国产剧“出海”提供了从单向度的作品

“播出去”到实现“内容共创”、由渠道反哺

内容的有益探索。

以泰国版《三十而已》为例，该剧2023

年6月在曼谷开机，今年1月杀青，全剧采

用泰国的全明星阵容。内容上，《三十而

已》让女性放下年龄焦虑、活出真我的主题

表达畅行世界；渠道上，出品方依靠多年来

不断扩容的国际合作朋友圈，融合了当地

市场与观众需求，以更符合泰国本土市场

的话语体系和表达风格进行创作表达，在

创作维度上走出了一条从“内容出海”到

“内容和创作模式协同出海”的战略升级之

路。2025年是中泰建交50周年。可以期

待，一则发端于中国市场的女性故事在泰

国的土壤全新生长；更值得关注的，是其背

后中国创作理念、制作模式与国际市场相结

合后，打造出的兼具中国特色、国际审美需求

的优质内容。

再看 《超越》，该剧在内容上以小见

大，通过两代运动员冰雪筑梦的故事，折射

冰雪运动在中国近40年的发展历程。渠道

上，该剧出品方上海柠萌影视近年来不断扩

大国际合作的“朋友圈”，连年新增多家海

内外电视台以及流媒体平台合作伙伴，已有

累计将近2万小时的内容发行至全球190多

个国家和地区。仅2023年，柠萌厂牌下的4

部新剧就在30多个平台进行了发行，涉及

20多个语种。有了内容与渠道的双重发

力，赢得过中国观众喜爱的故事，凭其世界

共通的成长母题，在拓宽的“出海航道”中

抵达更多受众，同样激发了国外观众的共鸣

与代入。

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最具破
圈实力

随着优质国产剧与海外观众双向奔赴的

图景渐渐铺开，国产剧如何在国际传播中拼

出特色，类似问题被业界反复探讨。值得玩

味的是，无论站在外部视角还是内部，答案似

乎是一致的——原汁原味的“中国故事”最具

破圈实力。

拉美媒体公司首席执行官兼创始人乔斯

感慨：“中国影视剧的进步趋势令人惊叹，不

管是故事还是制作水平都很惊人。”他期待的

国产剧，“既能让全球观众感受到中国深厚的

历史文化底蕴，也能了解到今天中国普通人

生活的万花筒”。

香港演员蔡思贝自小在海外求学，精通

多国语言，她先后获得过中国香港、新加

坡、马来西亚等多地的表演奖项。无论是成

长经历还是演艺经历，她都有着国际化视

野。这次参演弘扬中医文化的电视剧 《你

好，我的大夫》，蔡思贝说得真诚：“影视作

品是一种易于年轻人理解和接受的表达方

式，电视剧中的故事能让中华传统文化在潜

移默化中走向世界，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三体》导演杨磊的一席话可能道出国

产剧从过去到未来持续圈粉的核心竞争

力：“科幻是个舶来概念。在拍 《三体》

时，从剧组筹备的第一天开始，我就告诉

所有工作人员、主创，先把‘科幻’两个

字忘掉，就是尽量模糊掉所有海外科幻片里

应有的设计，完全按照中国本土化的现实

主义路径来思考。与此同时，我们还在剧中

注入了方言、华阴老腔等中国自己的语言和

戏曲文化。”事实证明，打上了鲜明中国烙

印的科幻故事，是“走出去”并收获美誉的

最好密码。

国产剧助力中国故事“纵横四海”

（上接第一版）

学会“讲故事”背后有更多深意

事实上，出色的表达和良好的沟通是科

研必备的素养，考察孩子“讲故事”的能力也

是国际青少年科创赛事的惯例。比如每年吸

引百万名学生参加的FIRST机器人大赛，参

赛者不仅要发挥口才邀请其他团队联手，赛

后还要陈述对赛题的理解、讲述机器人研发

的故事等。10年前，曾有人这样评价大赛上

中外选手的差别：“中国队喜欢钻研技术，外

国队更愿意展示自己。”而今，中国选手也开

始用自己设计的手环来结交各路队伍，或是

拉着裁判聊聊自己对机器人的思考。

想要讲出精彩的故事，不妨从动手做开

始。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认为，在即兴表

达中，说和做是一体的，从众多科学大家的成

长经历不难发现，只有动手实践才能把兴趣

变成志趣，从而讲出不一样的好故事。

“你好，能请你来听听我的项目吗？”在昨

天上海青创赛现场，记者走在展示青少年科

创项目的大厅里，这样的“邀请”接二连三。

越来越多科创少年愿意主动讲述自己的故

事，展示各自的成果，如果能吸引评委围观，

相当于成功了一半。

科创大赛为何多了
“讲故事”的附加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