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家书屋进社区
打造“合作共建”模式

本报讯 记者 郦亮“书香满城”
的局面的实现，当然不仅仅指的是市区
的一些书店和一个书展，如果缺了广袤
农村的书香，那“书香满城”也是不完整
的。在乡村，阅读最重要的阵地就是农
家书屋。这种遍布农村的阅览室，在农
村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今天也面临
着的变革。最近，上海市青浦区的一
些做法引起了业内的关注。

近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
加快，农村年轻人群大量向城区转
移、部分行政村撤并等客观情况，或
多或少制约、影响了农家书屋的正常
运行。农村“空心化”等现象，一定程
度上使农家书屋的“用武之地”逐渐
狭窄。青浦区文广影视局经过摸底
确认，目前全区184个农家书屋中，
正常运行的有129个。

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主要原因
是，部分行政村“村转居”或撤并，而一
些新建的社区、居委因规划建设原因
尚未布局文化设施。为了解决这个问
题，青浦区文广影视局采取了“合作共
建”的模式，让一些闲置的农家书屋

“走出去”，对口支援“进城村民”集聚
的社区，目前已基本建成4个“社区”农
家书屋，从而将原本闲置的农村阅读
资源转移到了需求旺盛的社区，既保
障了农村群众进城后的文化生活，也
促进了社区阅读空间的合理布局。

在运营方面，青浦区的农家书屋
也借鉴了市民文化节的办节方式，大量
采用委托管理和社会化运营模式社会
化运营模式。书屋现有藏书1万余册，
社科类、艺术类等一应俱全，而其中3/4
以上来源于社会捐赠。过去农家书屋
一般都是有村委会来自办，可是毕竟缺
乏专业性，而且对于图书市场也不够敏
锐，现在引入了社会力量运营，农家书
屋也就办得丰富、专业和接地气。

此外，区文广影视局立足文化供给
侧改革，着力实施“文化+”战略，通过农
家书屋加空间、加资源、加功能，不断地
增加农家书屋的附加值，提升广大农民
群众和社区群体的文化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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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最近路过人民广场的市
民都会发现，上海博物馆的东侧和西
侧已经被施工围挡遮蔽，凑近一看，
围挡里面，脚手架已经搭了起来。这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呢？

大修：
消除隐患，提升能级

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志刚道出其
中缘由，上海博物馆人民广场馆址经
过21年运营后开始了首次大修。为
了配合大修，上博将在“十一”后实行
周一闭馆。杨志刚说，现在的上海博
物馆是1996年10月12日全面建成
开放的，21年来除了“非典”时停过
几天，其他都是全年开放，年终无
休。“所以这次大修，对于上博来说是
一件大事。”

杨志刚透露，大修将分为两期，
这次执行的是第一期，将着重解决屋
面防水、管道老化、部分电气设备及
建筑安全隐患问题，消除对文物、对
场馆、对观众所存在的各项隐患。与
此同时，上博博物馆将保证正常开
放，但是为了保证运营安全，将施工
对博物馆正常开放的影响降到最低
程度，大修期间于每周一闭馆。整个
大修不会改变博物馆现有的外观，主
要对展厅的布局进行微调，并增设教
育空间和设施。现如今火爆的“大英
博物馆百物展”还在继续，热情的观
众依旧在上海博物馆门口排着长
队。由于展览10月8日就将落幕，避
开了周一的闭馆时间，所以大修应该
不会对这个展览产生影响。

而在上博新馆建成之后，上博老
馆又将进行第二期大修，着重于提升
能级。这个也是观众最关心的地
方。1996年上博现址开放的时候，
曾经引起一片惊叹。上博之前是在
南京西路325号原上海跑马厅旧址，
总面积39200平方米、设有11个专
馆，3 个展览厅的新馆着实气派很
多。但是21年过去了，上海藏品在
增加，观众对于文博的兴趣在提升，
原有的展陈就有一点捉襟见肘。杨
志刚说，提升能级，未必能够增加展
陈面积，但是可以提高博物馆和观众
互动的可能性。要增加更多的教育
功能。

新建：
两馆将成文化辐射源

前一阵网上热传上海博物馆新
馆将在九月底开工的消息，杨志刚对
青年报记者证实，这些消息都是真
的。杨志刚透露，上海博物馆新馆选
址花木地块，东至丁香路，北至世纪
大道，西至杨高南路。根据日前出炉
的设计概念图，上海博物馆新馆的外
观呈长方形，地上六层，地下两层，总
建筑面积在10万平方米以上。整个
设计简洁典雅，以白色为主打，建筑
立面上，既有平整的部分，也有反折
波浪纹，两者有机而艺术地拼接在一
起。“在我看来，反折的波纹面代表大
海，平整的一面则代表陆地，它们体
现的是大海与陆地的关系，放在一起
看，就是海陆交汇，它既契合了上海
城市地理位置和环境的特点，也是上
海文化品格的体现。”

据了解，上博新馆用地面积

46001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108737
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 84235 平方
米，地下面积24502平方米，容积率
1.83、建筑高度45米。上博新馆预
计在2020年前建成开放，将比位于
人民广场的上海博物馆建筑面积大
两倍以上，新馆在展陈体系方面将形
成的鲜明特色，突出书画与工艺品，
注重文化演绎和主题提炼，今后将突
出主题大展，并在其中融入各种材质
的文物、书画。

根据规划，新馆建成后，“扩容”
的将不只是面积，服务能效也要升
级。其中，一个迫切的任务便是构筑
与观众之间的新型互动关系，让更多
人关注并愿意参与到博物馆的事务
中来。而且上博两馆未来将形成一
种互动关系，新馆以展示书画为主，
旧馆以展示青铜器、瓷器为主。“在新
的城市文化空间格局中，期望上海博
物馆两馆能成为两个文化辐射源。”
杨志刚说。

而无论是正在大修的上博还是
即将开工的新馆，都会将加强博物
馆的社会教育功能放在一个重要的
位置。前不久在上海书展期间，上
博还推出了一本博物馆绘本《乐游
陶瓷国》，书中陶俑女孩“桃桃”和绿
釉陶狗“小博乐”兴冲冲地准备实施
他们的乘龙飞天计划，探索陶瓷之
路。杨志刚说：“博物馆也要从娃娃
抓起，到2040年，这些小朋友已经成
为各行各业栋梁，他们将是更有创新
能力的一代，从《青铜国》到《乐游陶
瓷国》，再到推出亲子教育项目都是
为了2040年建设全球卓越城市的目
标努力。”

古筝大师来沪献演
众青年乐者同登台

本报讯 记者 陈宏 2014年，我
国探月工程三期再入返回飞行试验获
得圆满成功。“中国梦音乐芯片”中，存
储了十位中国顶级音乐家的表演录
音，其中也包括中国古筝学院院长袁
莎的《出水莲》。而9月15日，这位古
筝大师将在上海音乐厅举行专场演奏
会，备受中国古典乐爱好者期待。

据悉，这次的如实之夜——袁莎
古筝专场演奏会，她将率筝乐团成员中
央音乐学院青年古筝演奏家孙金阳、白
洋、张钰博、岑佳蔚、黄伟杰、孙雅姝，青
年打击乐演奏家吴昊、青年钢琴演奏家
张正宸、青年笛箫演奏家艾鸿波一起，
演奏《长相思》、《瑶族诗画》、《战台风》、
《出水莲》、《钗头凤》、《满江红》、《青花
瓷》在内的多首古筝名曲，曲目风格涵
盖古典与现代，同时，她还邀请了著名
演诵艺术家胡乐民先生担任演出嘉宾，
完成一次筝与诗的融合。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
术家协会、上海戏剧学院联袂主办，
吴为山任总策展人的“陈钧德绘画艺
术展”，近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

陈钧德是中国当代重要的油画
家、美术教育家，现为中国国家画院
油画院研究员，上海文史研究馆馆
员。他早年师从林风眠、刘海粟、关
良、颜文樑等前辈，半个多世纪以来
对东西方艺术融合做了积极探索，其
油画带有表现主义特征，又凸显中国
传统写意的趣味，既葆有西方的油画
质感，也体现了东方的审美精神。在

以色彩为优势的油画本体意义上，陈
钧德的绘画具有鲜明的独立价值，因
而他被评论家赞誉为“中国油画界当
之无愧的色彩大师”。

本次“陈钧德绘画艺术展”全面
展示了画家从艺60年的创作生涯，
遴选了他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到
今天，每个年代的代表性绘画作品，
题材广泛，品类丰富，包括布面油画
60多幅，纸本油画棒作品20余幅以
及青年时期速写及素描作品20幅。

在开幕当天的研讨会上，与会专
家给予陈钧德的绘画艺术以高度评
价，认为他的绘画代表了“海派绘画
的一座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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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博物馆新馆效果图。

陈钧德艺术展 百余作品显海派绘画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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