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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加强禁毒宣传力度，提高人
民群众远离毒品的意识，3月5日，莘庄工
业区禁毒办联合辖区各居委开展多部门、
多元素的“学雷锋，宣禁毒”主题活动。

现场禁毒社工及禁毒志愿者向过往居
民群众发放禁毒宣传手册、禁毒环保袋等
方式及宣传品等方式，并着重介绍新型毒

品及其危害，呼吁大家在日常生活和工作
中，学习雷锋精神，做光荣的禁毒工作义务
宣传员，向自己的亲戚朋友宣传禁毒知
识。此次辖区十个居委共发放各类宣传手
册达1000余份，为创建禁毒示范社区营造
了良好的禁毒氛围。

文/园兴

学习雷锋精神 弘扬禁毒新风
——闵行区莘庄工业区学雷锋主题活动

今年3月5日是第61个“学雷锋纪念
日”，也是第25个“中国青年志愿者服务
日”。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大
力弘扬新时代雷锋精神，3月5日下午，中
心组织职工志愿者服务团队开展“学雷锋”
志愿者活动，为居民提供疫苗接种专场和
女性健康科普讲座咨询活动，累计服务群
众120余人次。

在疫苗接种专场中，志愿者们耐心细
致地为居民们解答关于疫苗接种的各种疑
问，详细讲解疫苗接种的重要性、适用人
群、接种流程以及注意事项等。他们为居
民预检、评估后，现场完成首针接种，并送
上祝福。同时，中心还邀请了两位东方医
院妇产科专家程静新、强素凤主任为居民
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女性健康科普讲座。
讲座内容涵盖了更年期常见疾病的预防、
保健、诊断以及治疗等多个方面，深受大家

的欢迎和好评。医生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为居民们科普了防治宫颈癌和子宫内膜异
位症管理的医学知识，提高了大家对更年
期健康管理的认知和关注。

讲座后，志愿者们为居民们提供了健康
咨询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耐心地为前来询
问的居民答疑解惑，详细地提供保健指导，
悉心地对于居民常见的病症不适给出诊断
意见，并给出纠正日常不良习惯的建议。

整个活动过程中，志愿者们始终保持
着高度的热情和专业精神，为居民们提供
了周到的服务。他们的行动不仅展现了新
时代雷锋精神的核心价值，也传递了关爱
他人、奉献社会的正能量。中心将继续以
此为契机，在新时代传扬和践行雷锋精神，
切实提升辖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和满
意度，做好百姓健康“守门人”，为中心高质
量发展贡献力量。 文/缪宇辰

学雷锋，送健康
——浦东三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展疫苗接种专场和健康科普讲座咨询活动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一部苏州河的历史就是一部
上海城市发展史，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
江南文化在此中闪现，形成了上海的城市
底色。今年静安区图书馆与上海音像资
料馆合作，推出以“拾光阅历”为主题的系
列讲座和展览体验活动。静安区图书馆
（天目路馆）本周将举行的首场讲座就聚
焦苏州河，为读者撩开这条上海母亲河波
澜壮阔的历史。

主讲嘉宾、上海音像资料馆资深编研
贺僖，近年来深耕文艺、文博、文旅等主题
的影像研究，曾担任《闪亮的名字》等节目
资料导演。她将为读者带来一系列有关

苏州河的影像资料。这批影像资料最早
可以追溯到 1898 年的纪录片《上海街
景》，当时镜头对苏州河只是匆匆一扫，只
见两岸风光旖旎，没有太多城市气息。但
是到了 1910 年的纪录片《经过上海》、
1925年的纪录片《伟大的飞行》和1927年
纪录片《上海纪事》中，苏州河已经可见现
代模样的雏形。

而在1950年拍摄的纪录片《人民的
上海》以及近年来上海电视台摄制的《最
上海》《艺术苏河》等精品纪录片中，苏州
河焕发新的生机。这条河流流淌着城市
的血脉，承载着城市的期待，是上海勃兴
的象征。在贺僖看来，这些珍贵的影像记
录了苏州河百年历史变迁，影像是最为直

观的媒介，能够让读者感受到那扑面而来
的苏河两岸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
文化的无限意蕴。

与讲座同期举行的还有静安区图书
馆“遇见苏河：苏州河百年影像回顾展”。
记者了解到，本次展览依托上海音像资料
馆馆藏珍贵城市影像、纪录片及新闻专题
片等内容资源。根据时间为线索，以“百
年掠影·100年前的苏州河（1898-1927）”

“民族不屈·苏州河边的战火（1932-
1937）”“百年掠影·新中国的苏州河
（1949-1959）”“国际视野·西方镜头里的
苏州河（1970s）”四大部分，展现1898年
至1978年间，纪录片中的苏州河及河畔
两岸的变迁发展。此外，还展示了影视作

品中的苏州河，以及苏州河综合治理过
程。为了更好突出影像中苏州河的变迁
发展，展览期间，还将同时在多媒体屏幕
上展映《历史影像中的苏州河》系列短视
频。以真实的影像档案为脉络，展现百年
苏河变迁史。

静安区图书馆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与上海音像资料馆合作推出的“拾光
阅历”主题活动将是一个系列。除了苏州
河之外，他们还将结合各类珍贵而富有历
史感的时代影像，聚焦音乐美育、静安文
脉、红色文化等内容。这个系列集主题展
览、文化讲座和影像展映为一体的跨文化
阅读体验，打造“阅读+影像”阅读新模式，
开启多元城市文化视觉之旅。

在历史影像中了解上海
静安区图书馆启动“拾光阅历”主题活动

鲁迅存书室数字会客厅启用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本报讯 继木刻讲习所、1927·鲁迅
与内山纪念书局等点位更新、开放之后，
昨天，“鲁迅小道”又添新亮点：鲁迅存书
室以数字会客厅的面貌焕新揭幕，通过数
字化技术打造一个集休闲、阅读、游学等
多功能的文化交流空间。

修旧如旧，还原式更新
鲁迅存书室旧址位于虹口区溧阳路

1359号2楼。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鲁迅决
定把住房和书库分开，他通过内山完造的
关系租下了该处，1933年移书6000余册
于此。藏书中有瞿秋白文稿、柔石遗著
等。

鲁迅存书室旧址是优秀历史保护建
筑，1977年被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布为上
海市文物保护单位，2002年被上海市人
民政府公布为上海市革命纪念地点，
2021 年入选上海市第一批革命文物名
录。

按照修旧如旧、还原式更新的原则，
2023年8月，在区委宣传部、区文旅局等
单位的指导下，上海鲁迅纪念馆、鲁迅文
化资金会的支持下，区房管局、四川北路
街道、虹房集团对建造于1920年的溧阳
路1359-1371号鲁迅存书室旧址所在房
屋进行整体房屋修缮，修缮建筑面积为
1381.5平方米。

服务群众，成为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
鲁迅存书室数字会客厅的修缮，让居

民多了一个家门口的好去处，据介绍，后
续，街道将在这里举办一系列线下活动。
比如，在昨天的仪式结束后，“鲁迅存书室
数字会客厅·澎湃阅读行”活动就拉开了
帷幕，第一季主题为“阅见鲁迅”，通过阅

读弘扬鲁迅先生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推动文化交流与传播。

“下个月即将到来的世界读书日，
我们会推出线下打卡及阅读分享活动，
聚焦当代年轻人更感兴趣的话题，吸引
年轻群体的加入。再如，今年是中法建
交60周年，我们也会策划相应的主题分
享活动，邀请在沪的留学生、白领等来
到街道，走一走我们的鲁迅小道，体验
一下鲁迅当年的‘15分钟生活圈’，通过
以文会友，促进鲁迅文化的国际传播、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四川北路街道相
关负责人说道。

作为数字化的会客厅，这里配备了投
影仪、高清数字电视等设备，定期也会在
这里举行鲁迅经典作品改编的电影公映，
比如《药》《阿Q正传》《伤逝》等，通过持续
不断的活动，打造阅读活动的嘉年华，让
这里真正成为居民家门口的文化会客厅、
游客必到的打卡点，让鲁迅存书室数字会
客厅真正服务于群众、惠及群众。

数字地图发布，吸引更多年轻人
传承阅读经典，更重要的是激发年轻

一代的共鸣与参与。在昨天的活动中，
“鲁迅15分钟生活圈”“海派建筑全景图”
“城市更新焕新颜”三大主题的数字地图
正式发布。

数字地图通过串联鲁迅当年在街道
生活的生动场景，为鲁迅小道增添新的亮
点，展示城市更新、街区发展的今昔对比，
突出海派建筑特色。以“鲁迅15分钟生
活圈”地图为例，记者了解到，未来在数字
化开发的过程中，还将呈现更为丰富的内
容，通过点击屏幕，便可以获取更多信息，
例如交通、饮食、周边景点推荐等，通过时
下年轻人最流行的打卡、探店等形式，制
作游玩攻略。

鲁迅存书室。 青年报记者 杨力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