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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建设中的上海文学馆。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摄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备受关注的上海文
学馆建设又有新进展。青年报
记者昨天在上海文学馆学术委
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获悉，位于虹
口区武进路的上海文学馆硬件
建设已经取得重大突破。作为

“馆中馆”的巴金图书馆计划在
今年年底建成并对公众开放。
明年，整个上海文学馆预计建成
并开放。记者昨天先期前往探
访。

中国大城市很多，建成独立
文学馆的却很少。上海之所以
能建自己的文学馆，与上海在中
国现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
地位密切相关。上海是中国现
当代文学的重镇，上海是一座不
断被文学书写的城市，上海文学
特别是近代以来的上海文学是
中国文学发展中的重要篇章。
因此建设上海文学馆是上海几
代文学工作者的共同心愿。为
了响应筹建一座属于上海的文
学馆的呼声，适应上海建设国际
文化大都市的需要，市委、市政
府批准立项建设上海文学馆。

经过漫长的遴选，上海文学
馆最终选址虹口。这是因为虹
口曾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群星璀
璨之地，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鲁
迅、茅盾、郭沫若、巴金、丁玲、柔
石、施蛰存等大批知名作家在虹
口工作，鲁迅先生的最后十年在
此度过，茅盾先生的笔名在此诞
生，这里曾掀起了中国现当代文
学创作的热潮，影响了中国现当
代文学发展的方向，成为上海的

城市文化记忆中的重要篇章。
据了解，上海文学馆地上总

建筑面积约1.4万平方米，由扆
虹园等3幢优秀历史保护建筑及
1 幢新建建筑组成。主体建筑
（新建筑）的设计方案，根据所属
风貌保护街坊的特征，注重新老
建筑之间的呼应和融合，并在外
立面中注入红色元素，让时空与
时空交流和互动起来。文学馆的
三栋老建筑属于赵家花园（又名

“扆虹园”），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
是沪上闻名的公共空间，孙中山
先生曾三次到访，已被纳入第五
批上海市优秀历史保护建筑。

青年报记者昨天上午实地
探访时注意到，上海文学馆三栋
老建筑的修缮已经完成了很大
一部分。本着“修旧如旧”的方
针，这些历史建筑保持了当年的
风采，但又不失现代建筑的诸多
功能。昨天的学术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就是在赵家花园里举
行。而作为新建筑的主体建筑
的框架结构也已完成，接下来还
需要进一步施工，完善各种功能
设施。

学术委员会也给上海文学
馆未来展陈的定位给出了建
议。专家们认为，上海文学馆的
展陈将通过文学作品、作家生
平、文学活动等载体，呈现上海
独特的城市文学景观，描绘传统
文学、五四新文学、左翼文学、通
俗文学存在于上海这个伟大母
体的丰富性。旨在向观众传播
和普及文学历史知识，提升其文
化和文学素养，同时服务当下研
究和文学发展的需要，增强对市

民的文学感染力和互动感。
在功能定位上，上海文学馆

将是一座集展示、教育、宣传、交
流、收藏、研究为一体的多功能
现代博物馆，主要发挥以下功
能：作为全面展现上海城市文学
发展历史和辉煌成就发挥教育
功能的重要场所；作为文学交流
和公众文学活动的增强文化自
信的固定场所和综合平台；作为
展现上海城市文明成就和对外
宣传交流创新展览展示的重要
窗口；作为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完善城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文
化惠民的重要一环；作为收藏文
学史料、深化学术研究、保存文
学记忆和城市记忆的基地；作为
文学成果向不同社会需求转化、
活化利用和推进文明交流互鉴
的探索地。

接下来一两年中，上海文学
馆建设与开放将进入快车道。
青年报记者了解到，该馆开放将
分为“两步走”。第一步，设置上
海文学馆的“馆中馆”。其中之
一名为“巴金图书馆”，位于上海

文学馆总体区域中的一栋历史
建筑。主要内容为巴金专题展
厅，它将集文献收藏、活动交流、
展览展示和公众文化交流为一
体，此空间的文献收藏将以巴金
先生和他的同时代人图书、文献
和其他实物藏品为主，可供研究
者和公众查阅。同时将打造以
巴金为主体的大数据中心和智
慧图书馆，读者和研究者均可以
参与、查阅和使用，也可以提供
线上和远程服务。第二步，明
年，整个文学馆预计建成、开放。

上海文学馆明年建成开放
“馆中馆”巴金图书馆年内迎接读者

校园里的“小镇议事厅”关注热点话题

小朋友与人大代表“同题共答”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实习生 朱一丹

本报讯“教室的窗户没法
完全打开，都通不了风”，“下课
的时候，男同学总喜欢到卫生间
玩，这样很容易把细菌带到班里
来”，“我发现有的同学们会有吃
笔的坏习惯”……

黄浦区蓬莱路第二小学，孩
子们自己的“小镇议事厅”又一
次热闹起来。孩子们在胸口别
上“蓬莱小镇小镇民代表”证件，
老师们则把多位人大代表请进

校园，和孩子们围坐一圈。昨
天，大家要讨论一个春季里最为
关心的话题——如何避免或减
少传染病在小学校园里的传播。

小视角发现大问题
春季万物萌生，却也是传染

病高发季节。蓬莱路第二小学
有部分班级因“百日咳”等传染
病隔离，这些班级的学生暂时不
能参与学校集体活动。如何避
免和减少传染病在学校里的传
播，成了“小镇民”热议的话题。

在此次活动中，蓬莱路二小

的部分同学们化身小镇代表，通
过观察校园学习和生活中出现
的各种问题，在会议上进行了热
烈的探讨，建言献策。“我发现有
很多同学上课的时候会有咬笔
的坏习惯，笔头很不卫生，这样
会把细菌吃到肚子里。”四（三）
班的小镇民代表黄希诺同学，提
出了自己上课时观察到的不卫
生现象，这一提议也引发了不少
同学的补充：“而且铅笔上还有
铅，是有毒物质，对身体非常不
好。”

还有同学发现了班级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我发现我们测
体温的时候，班级卫生员为了省
事不去测量，直接记录，这样真
的有同学生病了也不能及时发
现，还有传染给其他同学的可
能。”还有的同学发现，班里面的
窗户没办法完全打开，影响课间
的有效通风：“及时通风可以让
空气流通，也可以预防传染病传
播。”

除了日常的校园生活，一些
同学还发现学生生病后家长的
行为也存在问题。最明显的就
是明明知道孩子生病了，但因担
心落下学业，刻意向学校隐瞒，
既延长了病程，也让更多其他班
级的孩子身处易被病毒攻击的
环境。

议事厅里，同学们踊跃举
手，争抢着话筒，积极发言。

共同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现场，“蓬莱小镇”人大代表

联络站的驻站人大代表们、学校
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为小朋友
们细致入微的观察纷纷点赞。

“今天小朋友们提的建议和
意见，我自己也收获很大。”家委
会委员代表夏丽萍坦言，意识到
了家长行为对校园健康可能造
成的困扰，“我们在逼孩子去上
学的过程中，无意中增加了他的
病程，也会对孩子的学习效率产
生影响，所以，我们家长应该在
孩子身体不适的情况下让他们
及时休息，最快调整好身体和情
绪。”

同学们从小朋友视角提出
的问题和建议，让黄浦区人大常
委会副主任姚晓红感受到，同题
共答，才能共同守护孩子们健康
成长。“从小朋友们的建议中，我
们大朋友们也可以看看我们是
否还有没做到的地方，我们后续
是否可以为小朋友们提供一些
帮助，共同努力改善学校的传染
病防控，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同学们积极建言献策，让黄
浦区人大代表、蓬莱路第二小学
校长余祯深受启发，这既是校园

的科学管理，也为人大代表就此
深化建言提供了青少年的视
角。对学校而言，应更好地做好
托底服务，让家长增强健康管理
意识，既为自家的小朋友，也为
更多小朋友的健康负责。

“同学们提出的如何改造窗
户限位器等问题，都值得进一
步调研深化。”余祯说，窗户限
位器在各大中小学都很普遍，
为了安全考量，装上限位器的
窗户大概只能打开 10 厘米。
如何既能保证通风、消防要求，
又保证二楼以及以上楼层开窗
时同学们的人身安全，下一步，
各方应再做好调研。“接下来，
我们几位人大代表也将会同学
校、疾控、消防部门的一些代
表，提出共同的想法，共同出具
建议，以期解决更多学校的类
似困惑。”余祯说道。

记者了解到，去年 11 月，
“蓬莱小镇”人大代表联络站在
学校建立。在新一届“蓬莱小
镇”小镇长的倡议下，学校同步
设立了“小镇议事厅”，每期活
动，孩子们可以就一个议题展开
交流讨论，提出有关议题的现象
问题，集体建言献策。这既是助
力青少年健康成长，又是以儿童
的视角理解“全过程人民民主”
在校园的一次次生动实践。

“小镇议事厅”里，同学们积极发言。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