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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植物人，只是全身渐渐不能动

了；我有话要说，只是说不出话来；我很想吃

东西，但是不能吞咽；我很想抓痒，但是手不

能动；我很想活动，但是脚站不起来……”肌

肉萎缩性侧索硬化，俗称“渐冻症”。十年前，

一场为渐冻症筹集善款的冰桶挑战风靡全

球，“渐冻人”这个罕见病群体也被更多人所

关注。十年之后，渐冻症依旧不能被治愈，但

来自各界的关爱，持续温暖着“渐冻人”。

昨天是第24个世界渐冻人日。19时，东

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为世界渐冻人日亮灯；塔

下广场上，一场关爱渐冻人活动同步举办。

自2002年起，上海已连续22年开展这项活

动，成为公益慈善的一个品牌，为一群渐冻的

生命注入温暖力量。

活动现场，40岁的赵一默分享了他的故

事。从10岁起，他便与渐冻症抗争，虽然身

体逐渐失去功能，但他的心态却越来越平

和。赵一默说：“2007年是我最崩溃的一年，

因为我发现自己再也不能站起来。但幸运的

是，我遇到了很多同病相怜的朋友，我们互相

鼓励，一起渡过难关。”

在他们身边，渐冻人的人生没有被设

限。冯锦源通过自学日语翻译出版了4本书

籍，还涉足游戏设计领域，第一个项目已发售

并收回投资，第二个项目也已上市；“冻不住

的唐旭”是90后唐旭的微博名字，他从上海

海事大学毕业后在IT行业找到了工作，他研

发的无障碍小蜜蜂App帮助了众多困难人群。

活动发起者朱常青，也是一位渐冻症患

者。她积极推进城市无障碍环境建设，推动对

渐冻症患者的预防、诊断、治疗、康复、护理、营

养等救助。“我要尽我所能，为他们推开一扇门，

排除一些障碍。”她介绍，越来越多社会力量关

注到了这一群体，志愿者队伍也在不断壮大。

暖意在申城涌动。当天19时，“城市之窗”

外滩花旗大屏上，循环播放介绍“渐冻人”相关

情况和宣传片。可口可乐、欧莱雅等很多爱心

企业参与相关公益事业。强生出租为“6·21”世

界渐冻人日活动推出公益广告的同时，上海强

生雷锋车队利用无障碍车，为患者提供接送服

务。滴滴出行为参加“假如我能行走三天夏令

营”的渐冻人家庭，提供全程无障碍出行服务。

昨天是第  个世界渐冻人日，上海东方明珠塔连续  年亮灯

为“渐冻的生命”注入温暖力量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文明需要交流，学术不能内循环。”上

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陈恒以商务印书

馆在历史上促进中西文明交流的作用为

例，讲述了在开放交流的时代，海纳百川的

上海，如何促进红色文化在交流互鉴中绽

放耀眼光彩。

昨日下午，“红色宝山路 薪火永相传”

静安区政协“静 ·界”读书会六月场暨宝山

路街道红色书刊发布仪式在商务印书馆第

五印刷厂旧址举行。由上海大学文学院教

授谭旭东主编的新书《漫步红色宝山路》正

式与公众见面，带领读者重温宝山路百年

发展历程，传递红色薪火，铸就红色之魂。

百年红色薪火传递，铸就宝
山红色之魂

百余年里，茅盾、巴金、蔡和森、瞿秋白

等人都曾在宝山路居住；五卅运动、上海第

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等事件也在宝山路上发

生。百年时光的承载与坚守让宝山路见证

了中国历史上的许多重大时刻，也给后人

留下了众多仍旧可触可感的红色印记。《漫

步红色宝山路》以宝山路的百年发展历程

为创作背景，书写了宝山路百年红色历

程。书中不仅回顾了以往的峥嵘岁月，更

展现了街道在新时代的繁荣景象。

“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一条宝山路的百

年风云变幻，可以说是革命文化的缩影。”谭

旭东以《漫步红色宝山路》一书带领读者走进

宝山路的红色记忆，更强调文学创作在文化

弘扬中的使命与担当。他说：宝山路是人才

辈出的革命摇篮，工人运动的重要所在地。

在这里：《向导》周报发行所等出版机构将革

命的红色血脉传向远方，在黑暗中点亮一丝

希望；郑振铎等人创办《公理日报》，为五卅惨

案发出振聋发聩之呐喊……

从历史走进当下，谭旭东表示，继承发扬

红色文化血脉，也应当将之与社区文化建设

结合起来。如今从社区邻里之间能看到居民

的幸福舒适，也能看到辖区内利用丰富的红

色资源，举办互动情景剧、“画说宝山路”等活

动，以生动有趣的形式赓续红色血脉。

坐拥“宝山”而自知，更要知
如何取

宝山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既是宝藏，也

是给后人出的一道题。上海理工大学副教授

吴昉和心城市创始人兼CEO朱一宁交流了

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在坐拥“宝山”、探秘

“宝山”中，进一步探寻文脉赓续的重要路

径。朱一宁结合自己创办CityWalk项目的

经验表示，以物证史有非常好的效果，而宝山

有许多红色文化地标，城市漫步的“领路人”

要带更多人走入“宝山”。

“当年的商务印书馆是同时期领先全国、

具标杆性的文化开拓者。它的文化商品研发

和品牌运营模式展现了我国出版业早期探索

文化市场的雄心。”吴昉认为，在如今出版社

探索衍生文化、复合业态的当下，早年的商务

印书馆已经从事广告经营、文创产品、英文益

智玩具等多元业务；曾经发布了包括纸类游

戏《打猎图》、礼券、铁皮万花筒等在内的超过

两千件文化商品在售，尤其是在当时外忧环

绕的历史环境下，还出品了各种军事玩具培

养中国孩子的尚武精神。陈恒认为，中国学

人要在国际竞争中赢得先机，成为领跑者，

需要搭建更多的学术交流平台，向世界汲取

人类智识。而超过百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

的优秀特质，是中国学界不可或缺的精神财

富——“学术本位、专业精神和长期主义。”

街道负责人表示，宝山路街道将继续传

承红色血脉，以珍贵资源打造“红色宝山路”

特色品牌，以多样形式展现红色文化独特风

采。在随后的赠书环节，新书被赠送至当地

单位、学校、居民区代表，象征着红色文化的

薪火在传承中不断延续。

《漫步红色宝山路》在商务印书馆第五印刷厂旧址首发

坐拥“宝山”，见证城市红色文脉赓续
■本报记者 卫中

VR（虚拟现实）眼镜里，穿梭回矗立于淮

海中路、余庆路、天平路、兴国路、武康路六岔

路口的这艘“巨轮”。底楼是骑楼样式，清水红

砖墙、铁栅阳台、三角窗楣、“牛腿”造型装饰，

内部复原百年前的摩登设计、艺术壁炉、木栅

格窗乃至家具。昨晚，作为贯穿全年的“武康

大楼10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之一，武康大楼

百年历史沉浸展开幕。展览不仅吸引游人，也

让大楼的居民们心向往之。

百岁武康大楼，一直没有停止生长。特别

是近年，大楼内外经历数次修旧如故；在街区

自治共治的大背景下，有了自治委员会，协调

老楼里里外外事宜。

这次，一些居民甚至拿出存了百年的老

物件，乐于和更多人分享：“上我家看看去。”

伊塔洛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

说：“城市不会泄露自己的过去，只会把它像

手纹一样藏起来，它被写在街巷的角落、窗格

的护栏、楼梯的扶手、避雷的天线和旗杆上。”

而上海的故事，也借由武康大楼这栋特

别的建筑而窥见一二。“它不仅是建筑，更是

一本书，一个故事集，展现了上海的生活状

态、城市气质。”建筑师童明这样理解。

百年老楼，带着“上海故事集”正以全新

方式打开。

太熟悉，还能看什么

武康大楼周边日均客流约2.5万至3万

人次，周末节假日超4万人次。社交媒体上，

“武康大楼”话题浏览量超过7700万次。

“蝴蝶结阳台”“郁金香取景框”……稀缺

性、话题性与独特外形，让其自带“易红体

质”。正因如此，策展人、上海交通大学设计学

院副教授黄华青压力不小。“武康大楼，大家

太熟悉了，VR还能看什么？”团队挖掘了与武

康大楼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作为线索，串联

起整个参观体验。

“复原工作主要依赖历史资料，有城市建

筑史，也有社会生活史。”黄华青举例，上世纪

中叶居住在此的影星王人美，有记载说她拍

摄《风云儿女》期间，与导演许幸之、编剧夏

衍、配乐聂耳常到武康大楼的咖啡厅讨论剧

本和表演。“希望观众从复古的场景中看到更

饱满鲜活的历史。”

童明在大楼底层开出“城市交集”画廊，

成了大楼的一分子。他认为，武康大楼作为城

市的“锚固点”，踩在了节点上。“武康大楼既

保护着建筑形态，也留存着生活样态，让人不

由自主想要了解她的过往和故事，也更容易

引发共鸣。”

城市记忆里的“家”

近期，由大楼居民组成的月光歌舞团，正

排练曲目《赞美你，武康》。这是大伙儿自发为

武康大楼作词作曲的“生日歌”。

月光歌舞团团长张灏，于2017年提议

“组个乐队”。在居民区党总支的支持下，公共

空间经过改造辟出隔音效果好的歌舞空间，

甚至灯光都有讲究。

如果武康大楼会说话，她会说什么？武康

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柏祖芳常这样思考。武康

大楼的大厅办过居民摄影展，居民陈平波的

20余幅作品挂了好几排；也有过老物件展，居

民热情地拿出搪瓷杯、100年的门锁，甚至还

有捣蒜的石臼，边展出边回忆老底子的故事。

这是小红书上没有的武康大楼，是城市

记忆里的“家”。

商居融合，曾让居民困扰。这就更需要基

层治理机制来调和。

比如2019年的大修，晾衣架钢筋曝露，

不得不拆。但居民不乐意：“你们要好看，我们

衣服晾哪儿？”居委会、楼管会将视线投向本

不在修缮范围内的露台。经改造，这里莳弄起

花草，又建起晾衣架。居民想要高品质生活，

露台又增设休闲椅，还原了当年的戏水池。

绿化要升级，种什么也由居民勾选。刘瑞

璐家住露台对面2楼，推窗就是平台。“花是

要种的，但要种开花结果的。”“种了几十年的

枇杷树要保留，谁家孩子没有摘来吃过？”

65岁的葛雅萍上世纪80年代嫁来武康

大楼，一住40年。参与社区治理，让她愈发找

到归属感。如今，由居民、沿街商户、游客、网红

博主、共建单位、专家学者共同组织起“武康大

讨论”，定期梳理出问题清单、需求清单、服务

清单，让“网红流量”转化为治理力的增量。

与当下的我们相遇

在湖南路上开出上海首店的东方艺术品

牌观夏，香薰林林总总、馥郁芬芳。

“创香灵感源自多年前的早春，漫步武康

路，两旁开满了白玉兰，让我不禁想起幼时外婆

替我别上衣服的小花。”观夏主理人说，团队以

此致敬独属上海的优雅和乡愁。“白色为主的富

贵叶和鹅黄龙洒草，点缀了白玉兰花瓣在瓶中

摇晃，是春的纯净和生命力。我们拼配的香味就

是武康街区的气韵。”

如今，以武康大楼为原点，周边文创店、艺

术书店、网红餐饮、艺术展陈等消费新空间、新

业态迅速集聚，丰富了整个街区立体、多维度的

业态和生态。“小店如同这艘巨轮下的小小浪

花，奔涌激活了武康大楼，也推着它穿越岁月长

河，与当下的我们相遇。”

“此次武康大楼10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我

们设计了潮流插画、二次元线上线下联动打卡、

沉浸式VR展、联名定制文创商品等多元内

容。”上海衡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姚佳音

介绍，武康百年带来全新体验，在打造区域辨识

性的同时，以潮流、年轻、可互动的方式亲近Z

世代，丰富他们对于武康印象的解读。“构建出

主客共享的和谐生活情景，也赋予老楼强韧的

文化生命续航力。”

展现上海的生活状态城市气质，武康大楼百年历史沉浸展开幕

戴上  眼镜打开“上海百年故事集”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讯（记者李晨琰）“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
到了，请带好您的随身物品，有序下车……”昨天，奉贤区首条

跨区就医定制公交“国妇婴就医专线”开通。

该线路北起闵行区轨交15号线永德路站，南至奉贤区望

河路、金钱公路口——国妇婴奉贤院区内，全程近14公里，

“点对点直达”中途无停靠。国妇婴就医专线的启用，将以“公

交+就医”的便民形式打通周边居民就医交通堵点，解决就医

路上的“最后一公里”。

国妇婴党委副书记季新华介绍，自2022年9月启用至今，

医院奉贤院区门急诊共服务近52万人次，分娩量近8000例，手

术量约1.6万例。“随着就医需求的不断增长，奉贤区交通委和

医院一同组织了多次实地走访和商讨，以期进一步提升患者就

医体验。”

“国妇婴所处的望河路、金钱公路街区，有区牙防所、皮防

所、养老院、儿科医院等民生机构，我们立足打造妇儿健康高

地的目标，在现有交通基础设施的基础上谋求为居民就医提

供便捷。”奉贤区交通委副主任王伟表示，区交通委加快推进

国妇婴周边金钱公路拓宽工程，将道路由原来的双向2车道

拓展为双向6车道，增加道路的车辆通行能力，国妇婴院区段

计划6月末完工，全段工程将于年底竣工。

据悉，国妇婴就医专线采用定点、定时的直达营运模式，

双向终点为：轨交15号线永德路站3号口（近永德路/莲花南

路口）和国妇婴奉贤院区，单程票价2元/人。专线每周一至

周六7:20、8:45、12:45从永德路站发车，8:05、11:30、16:30从国

妇婴奉贤院区内发车。

“国妇婴就医专线”开通

复旦大学首位盲人研究生、社

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2022级研

究生朱苓君今年毕业了。她将回到

家乡，成为无锡市特殊教育学校的

第一个盲人教师，成为视障学生的

“手杖”。

从在黑暗中追逐光明，到成为

指引他人的光亮，朱苓君说，在她成

长的道路上，老师们就像一盏盏明

灯照亮了她，也让她坚定了成为教

师的梦想。“助人自助让我感受到温

暖和尊严，希望未来我能帮助更多

残障人士，让他们有尊严地活着。”

正值毕业季，昨天，朱苓君特

地为她的导师、复旦大学社会工作

学系主任赵芳教授送上了一张明

信片，字里行间充满着感激之情：

“虽然我看不见您的样子，但是您

是我心目中最美的老师。”她还特

地把明信片读给赵芳听，并紧紧拥

抱了赵芳。

朱苓君出生不久就被发现双目

失明，四个月大时，她接受了手术，

才有了一点光感。由于无锡当时没

有盲校，父母将朱苓君送到上海市

盲童学校。其后，凭借自身的勤奋

努力，她考入华东师范大学，本科毕

业后以优异成绩保送复旦研究生。

因为朱苓君是复旦招收的第一

名盲人研究生，在被社政学院录取

后，学校特地派人去她的本科母校

华东师大以及她曾经访问过的香

港科技大学了解情况，随后提交

了学校招收首位盲人研究生的帮

扶报告。让朱苓君感动的是，为

了让她上课方便一些，学院还专门调整了课程的授课地点。

“对我来说，上课的地点更近了，但对一些老师和同学来说，

上课的路途变远了。”对此，身边的老师和同学欣然接受。

在学习和生活上，赵芳总是无微不至地指导、帮助朱苓

君。“一开始，我会为了要向导师和其他人求助而感到不好意

思，赵老师总是告诉我：不要这么想，这是你作为残障人士平

等的权利。”正是赵芳的鼓励，让朱苓君决定将毕业论文选题

聚焦在残障友好医院的建设上。“因为我感同身受，残障人士

也需要独立自主地生活，而不是永远在别人的照顾下生活。”

“虽然朱苓君总说学校、老师和同学给了她很多帮助，但她

首先是自助的——凭借自己的勤奋和努力不断成长。”赵芳告

诉记者，当初社政学院面试后决定录取她，也是因为看到她身

上那种难得的不断成长、不断改变的渴望。目前，中国有7000

万残障人士，而朱苓君的经历则传递了一个积极信号：所有的

残障人士都可以通过自助助人实现生命的价值和尊严。而且，

她也让身边的同学感受到了社会工作的核心要义：自助助人。

社政学院党委书记尹晨告诉记者，在过去两年中，学院一

直把朱苓君作为所有研究生中的普通一员，并没有降低对她

的学业要求。不论是奖学金还是五四青年奖章，在评选时，朱

苓君都面对同样严格的要求，难能可贵的是，她对待每一门功

课都是全力以赴。

事实上，在复旦求学的两年时间里，朱苓君也曾面临过很

多挑战和困难。赵芳对此深有感触。在研究生阶段，她去新

华医院、儿科医院、同济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等单位实习，为儿

童进行心理辅导，为视障学生提供支持。“在研究生二年级时，

她因为同时要实习、写论文、考英语，感到压力较大，提出希望

延迟毕业。对此，我给她的建议是‘不’。此后，朱苓君再也没

有提过一次。”赵芳还告诉记者，朱苓君的毕业论文一改就是

十多稿，“每次我提了修改意见，她都是说‘好’，然后默默地回

去修改，从来没有抱怨过。”

今年，朱苓君还获得了复旦大学优秀学生、复旦大学优秀

毕业生的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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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姜澎

朱苓君的毕业照。（采访对象供图）

VR眼镜里，

穿梭回矗立于淮

海 中 路 、 余 庆

路、天平路、兴

国路、武康路六

岔 路 口 的 这 艘

“巨轮”——武

康大楼。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谭旭东以《漫

步红色宝山路》一

书带领读者走进宝

山路的红色记忆，

更强调文学创作在

文化弘扬中的使命

与担当。图为书中

插图。

（上海大学出
版社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