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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配置引关注上投摩根“养老中国行”足迹遍全国
上投摩根基金自今年以来，积极借

鉴摩根资产管理丰富海外养老金管理经
验，从投资人沟通活动、特色投教工具、
专业讲师阵容、丰富多样的投教形式等
全方位持续投入，深耕养老领域，向广大
投资者分享全球资产配置以及科学养老

投资理念。
公司今年来已在全国持续举办了近30

场“全球配置，养老中国行”系列大型投资
者主题论坛活动，足迹遍布全国范围内的
22个省、市，现场客户达7000人，在线参与
总人次超过百万人。

实力老将周蔚文领衔中欧新蓝筹近一年排名前列
今年以来A股持续震荡，格外考验基

金经理的主动选股能力，众多权益产品的
业绩明显分化，但也有一批实力过硬的权
益老将表现出色。根据银河数据显示，截
至8月2日，由中欧基金周蔚文管理的中欧
新蓝筹年内净值增长喜人。过去一年，该

基金在同类产品中排名前列。
周蔚文一直以来低调前行，秉持长期

投资理念，精选好行业、好公司。根据Wind
数据显示，截至8月5日，他在12年里创造
了可喜的累计收益，用业绩诠释基金长期
投资的真谛。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本报讯 原来这所以“上海”命名
的大学还有这么多红色记忆。今年
暑期，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追根溯源，
红色传承——上海大学红色基因探
索与解码”研究生暑期社会实践团队
走遍自己熟悉的校园和城市，重现

“红色学府”在城市历史中的座标，将
上海大学的红色历史以连续完整的
姿态展现给更多年轻的上大人。

追根溯源：探寻红色起点坐标
溯 园 ，是 为 纪 念 上 海 大 学

（1922—1927）而建，是上海大学博
物馆校史陈列的室外展示区域，
2014年10月23日落成于上海大学
校本部正门东侧。

在上世纪20年代，上海曾经有
过一所上海大学，它建立于1922年，
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建
立的，校长是国民党人于右任，共产
党人邓中夏任总务长，瞿秋白任社会
学系主任，还有不少中国共产党早期
领导人和著名学者在该校任职任
教。直到1927年被强行关闭。该校
学风严谨、革命气息浓厚，虽然建校
历史很短，却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和民族振兴输送了一大批仁人志士，
在当时，就有“武有黄埔（军校），文有
上大”的盛誉。

1994年5月，新的上海大学由上
海工业大学（成立于1960年）、上海
科学技术大学（成立于1958年）、原
上海大学（成立于1983年）和上海科
技高等专科学校（成立于1959年）合
并组建。

上大经济学院实践团队主线任
务以位于上海大学校内的校史纪念
馆“溯园”开始并先后寻迹上海大学
老校址，探究上海大学红色历史，从
老上大从建校、几度搬迁直至被迫关
闭的波澜岁月，逐步体会上海大学从
1922到1927年再到新上大的整个红
色文化诞生历程。

在溯园，就能找到这个清晰的脉
络。溯园中心是校址地图广场，标注
着老上海大学曾经的多个校址位置，
弧形的墙体则以大事年表的形式，演
绎了老上海大学从建校、发展、变迁，
直至被迫关闭的过程。老上海大学
的大学章程和全体师生名录也被郑
重地镌刻在墙上。

由上海大学美术学院雕塑系蒋

铁骊教授组成的团队所创作的四组
大型浮雕作品“欢迎于右任校长”、

“李大钊演讲”、“平民夜校”、“五卅运
动”，重现了老上大历史上的经典场
景。同一个校名，同一种精神，联结
起了跨越时空的两所大学，激励着校
园里的年轻学子。

回到青云里：拼接历史记忆
在实践过程中，同学们也感到了

一些遗憾，上海大学的各个老校址的
红色印记基本都已经“面目全非”，有
的甚至不留一点痕迹，青云路167弄
（原青岛路师寿坊）里，如今竟成了一
片待开发的废墟，只留下一竖红色油
漆字样的地址名称，似乎有点悲怆。
而青云路315弄和西摩路132号（今
陕西北路342弄）也成了只有一个门
牌名的居民区。

所幸的是，烈日下汗涔涔的同学
们在快要失望空手而归之时，发现了
掩藏在六十中学里的“青云路上的红
色学府”——上海大学（1922-1927）
遗址纪念墙，这个纪念墙高4.5米，长
约15米，根据原上大青云路校舍老
照片的外观复原制作而成。细赏一
字一句的珍贵，品味一帧一画的文化
厚重感，同学们感慨于革命前辈们的
事迹之余又惊叹于六十中学师生的
多才多艺，以及感谢这背后辛苦付出
的人们。

同时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大雨
中找寻到的陕西北路299弄4—12号
（原时应里522—526号），没想到它
现今是恒隆广场的一块上大遗址纪
念碑，深藏功与名，静默在闹市，小小
的碑牌记录了上大几经搬迁的陈年
往事，令人感慨万千。

找到这些残存的痕迹，让实践小
队的负责人，经济学院2018级硕士
研究生迟凌宇同学难掩激动的心
情，也让他备受鼓舞。“寻访历史坐
标和红色文化印记，承继上海大学
的红色基因，宣扬革命先辈的意志
与精神，我们青年上大人要始终在
路上。”他说。

愚园路1112弄弄堂口，这个9
平方的空间原是弄堂门岗亭，后来成
为了水饺店，再后来又打造成了艺术
空间。即日起至10月底，这里，将是
一家“故事商店”。

花瓷砖，透明顶，一边墙上挂着
可写下故事的卡片，另一边落地窗前
则已经挂上了一些人与愚园路的故
事。

来上海三年多的布布，初次见到
愚园路是来上海的第一个月，当时愚
园路的安静让她觉得有别于上海其
他街道。

三年来，布布身边的朋友来来去
去，她也搬了家，如今来愚园路三个
月了，“虽然还不知道自己是否还继

续在上海生活，但能记得在愚园路重
拾好心情的日子。”布布的故事，已经
挂在了“故事商店”里。

有人来，也有人走，有故事写到：
“在这里生活了两年，马上要离开回
老家，感谢这条小马路上的包容和亲
切，这是上海留给我最美好的记忆。”

目前已经有50余张卡片挂在了
“故事商店”里。负责愚园路城市更
新项目的CREATER创邑相关负责人
说，无论是在愚园路生活了三五十年
的老居民，还是两三年前才来愚园路
的人，又或者第一次来愚园路，每个
路过的人都可以在卡片上留下故事，
挂在故事发生地，也可以去找“一日
店主”换取故事。

从弄堂岗亭到“故事商店”这条101岁的愚园路正收集独家记忆

在老马路和陌生人分享诗和远方

每个路过的人都可以在卡片上留下故事。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15日，长宁区愚园路弄口巷角出现了一家“故事商店”。走进店里，可以在卡片上写下自己与愚园路的街区故事，首批30余名“一
日店主”也将从17日起陆续进驻商店。

开放的三个月里，故事在路边发生，每个人都可讲故事，“一日店主”就是故事的聆听者、创造者、见证者。 青年报记者 周胜洁

主办方表示，街区魅力，社区营
造，往往受到其中居民的状态影响。
若能多一步了解，便可以看到一个街
区形成的脉络。

这个过程，是由一个个细微的街
区故事构成的。这些故事来源于生
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故事商店”就是
这样一个入口，可以让生活在愚园路
上的老居民、在愚园路上开店的店
主、新搬来的青年、甚至只是过路的
路人，一起去挖掘愚园路的街区故

事。借助故事链接彼此，描绘出一片
街区在人们内心的不同标签，从而产
生共情与共鸣。

据悉，这家特别的“故事商店”
将开设至 10 月底，三个月时间，将
从所有故事中遴选出 101 个故事，
致敬今年已经 101 岁的愚园路，同
时也将集结成册，配上漫画，制作成
立体的口袋故事书，作为愚园路文
创产品分发给那些愿意来了解这一
街区的人。

通过前期招募，首批30余名“一
日店主”已经产生，他们中，有擅长潜
水的产品设计师，想和路人聊聊家
乡、驿站、远方，有在愚园路上开店的
店主，想聊聊“一块8.5岁的三明治”。

生于1994年的平面设计师杨磊
将于18日成为“一日店主”。他认识
愚园路才2个月，街道两旁的梧桐树
让他特别期待秋天落叶满地的样
子。他在愚园路上租房，发现好多房
屋中介是叔叔、阿姨级别的。慢慢接
触，他发觉，愚园路的艺术不需要通
过艺术馆，而是已经融入了生活。

有一晚，杨磊突发奇想，想看看
深夜愚园路的样子。于是他拿起相

机，分别在半夜 11 点，凌晨 2 点、4
点，和早上6点在愚园路上溜达。他
发现，愚园路的夜依旧生活化，也会
有喝醉的陌生人偶尔从身边走过。

那天凌晨4点，他在小区门口看
到了一辆未熄火的私家车，车主开了
一扇窗，默默抽烟。那一刻，他觉得

“看到了电影中的场景”，每个人都有
自己的故事。

所以这次，杨磊想分享的主题是
“故事发生在深夜”。“故事商店”周末
开放至晚上 8 点，他正考虑加开夜
场，将“营业”时间延长至凌晨，“我希
望能听到他们与愚园路的独家记忆，
也期待听到他们的人生感悟。”

50余张卡片50多个故事

90后设计师想知深夜百态

三个月将遴选101个故事

原来上大还有这么多红色记忆

一日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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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情共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