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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国际护士节

黄浦“红色露天博物馆”品牌塑造研讨会现场。 受访者供图

文化生态融合
据中共黄浦区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王玉峰介绍，“红色露天博
物馆”就是将众多红色资源、街区
景观及文化生态融合呈现，形成
具有博物馆特点的展示、阐释、研
究、收藏、保护的功能载体。其中

“露天”强调超越红色资源本体，
将黄浦区域内主要红色遗址、旧
址、遗迹都面向大众开放的展示
方式。可见、可感、可触，市民游
客行走在黄浦的大街小巷，就能
与红色文化不期而遇。

记者了解到，黄浦区正着力
强化“红色露天博物馆”红色印
记星罗棋布、主题街区特色鲜
明、红色步道串珠成链、“馆员”
计划角色赋能、多元共治机制灵
活五大品牌特点。后续黄浦区
还将继续以城市更新深挖底色、

“馆”际联动放大影响、文创开发
彰显活力、党史教育资政育人四
大方面为工作着力点，进一步加
强“红色露天博物馆”品牌形象
塑造。

研讨会现场，“红色露天博
物馆馆员”计划正式发布。未

来，黄浦区将面向社会遴选党史
研究人员、有志于传播红色文化
的热心人士、致力于推进大中小
学思政一体化建设的教育工作
者和青少年学生，共同研究、阐
释、传播黄浦的红色文化资源，
讲好“红色露天博物馆”的故事。

守正红色基因
主题演讲环节，专家学者们

围绕“红色露天博物馆”品牌塑
造与发展，从不同角度带来精彩
的主题演讲。中共一大纪念馆党
委委员、副馆长周峥结合中共一
大纪念馆的实践经验为推进红色
露天博物馆建设提出路径参考，

“打破博物馆隐形的‘围墙’，让博
物馆的藏品利用从馆舍天地走向
大千世界，发挥多元主体的作用，
推动红色资源融合共享，实现红
色基因的代代相传。”

“红色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
的底色。”上海社科院原副院长、
研究员、上海文化研究中心首席
专家何建华从城市与文化的角
度出发，提出通过文旅融合发展

“黄浦红”。他提到，应当依托丰
厚的红色资源，深入挖掘红色文

化内涵和品质，以“红色传承”为
主旋律，以“创新融合”为主路
径，以“文旅兴城”为主抓手，形
成“红色教育常学常新、红色精
神发扬光大、红色文化体验丰
富、红色旅游提质增效”的良好
局面。

张炳城是位80后的短视频
创业者。他从深度黏合青年人的
文化诉求出发，针对“如何使更多
年轻人走进‘红色露天博物馆’”
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
他认为，可以通过开发互动体验、
加入跨界元素、推出文创产品等
系列年轻化的传播方式，吸引更
多年轻人来到“红色露天博物

馆”，探源溯流、展望未来。
圆桌对话环节，与会专家围

绕如何塑造“黄浦红色露天博物
馆”品牌塑造展开热烈讨论。上
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张云
提到，将“红色露天博物馆”打造
成为中共党史学习宣传研究品牌
的过程中要坚持突出其重要地
位、重要作用和重要贡献。同济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孙宜
学通过视频的方式参与讨论，他
强调可以通过协调好区域与整
体、露与隐、静与动、传与引的辩
证关系，进一步做好“红色露天博
物馆”的品牌塑造与传播。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马克思

主义学院教授吴超、瑞金二路街
道党工委书记任伟峰、黄浦文旅
集团总经理夏锋、上海市黄浦最
上海形象推广中心理事长张捷
娜，分别从大思政课建设、文旅
文创发展、红色旅游路线开发等
角度发表真知灼见。

会上，“AI映初心·走进红色
露天博物馆”首届上海大学生融
媒体创意作品大赛正式启动。
本次大赛从即日起至7月底面向
全市大学生征集展现“红色露天
博物馆”的红色遗址、革命文物、
纪念设施、档案文献等相关内容
的融媒体创意作品，最终将在9
月评选出获奖作品。

如何讲好“红色露天博物馆”的故事？专家纷纷支招

让红色文化走进年轻人的心
日前，黄浦“红色露天博

物馆”品牌塑造研讨会在思南
文学之家举行。来自党史党
建、文旅文创、文化传播等领
域的多位专家齐聚黄浦，深入
探讨“红色露天博物馆”的品
牌内涵、品牌建设以及传播策
略。 青年报记者 冷梅

青年报记者 陈嘉音

本报讯 为聚焦普及防灾减
灾知识，提高社会公众防灾减灾
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5月11日
上午，本市在青浦区华新镇正式
启动2024年“5·12防灾减灾宣
传周”，同时举办“沪应-2024”综
合应急演练。

今年5月12日是第16个全
国防灾减灾日，以“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着力提升基层
防灾避险能力”为主题。此外，
根据国家相关安排，5月11日至
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

在防灾减灾宣传周启动仪
式上，市应急管理局、市规划资
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水务局、
市绿化市容局、市消防救援总
队、市气象局、市地震局8部门联
合倡议“着力提升基层防灾避险
能力”。曹杨二中附属学校的学
生们用科普快板的形式，向市民
宣传普及通俗易懂的防震减灾
知识。嘉定区南翔镇澜庭社区
介绍分享了社区灾害风险隐患
早发现、早防范、早上报、早处置
的基层社区防灾避险经验做
法。据悉，在防灾减灾宣传周期
间，本市各区都将集中举办形式

丰富多样、内容喜闻乐见的防灾
减灾宣传培训教育活动，营造全
社会参与防灾减灾的良好氛围。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化导致
极端天气增多，上海遭遇风暴潮
洪“三碰头”“四碰头”天气事件
将更加频繁。为重点检验针对
暴雨、地震等极端灾害及其次生
衍生灾害的应急响应机制和救
灾综合能力，探索应急管理“防
减救”一体化新路径，现场还组
织举办了“沪应-2024”综合应急
演练，采用时间转移、空间转换
的形式，模拟上海在强对流天气
影响下同时发生地震灾害，预设
灾害监测预警、灾前应急准备、
震后废墟搜救、危险化学品仓库
爆燃抢险等10个科目。演练期
间，应急指挥体系全程指挥调
度，通过模拟真实的灾害事故场
景，进一步提升了应急预案的有
效性和可操作性。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应急知
识科普、应急物资装备展示、临时
转移安置展示等3个集中宣传展
示区域，应急、消防、救护等专业人
员在活动现场通过宣讲、体验、实
训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灾害风险基
本知识和防范应对技能，提升公众
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青年报记者 顾金华

本报讯 他们中，有人用初
心陪着女性患者走过一段艰辛
的旅程，直至重获健康与美丽，
有的每年参与抢救护理数十例
急危重症早产儿，有的组建多语
种团队为外籍患者提供周到服
务……

每年的“5·12”是国际护士
节，今年国际护士节的主题是

“发展护士队伍、优化护理服
务”。护理工作，是医疗卫生体
系中的重要一环，在申城各大医
院忙碌中的这群白衣不仅承载
着救死扶伤、关爱生命的神圣使
命，更闪耀着人文之光，他们用
实际行动体现着上海护理服务
的高度与温度。

陪患者走过艰辛“旅程”
80后的金微娜，是上海市第

一妇婴保健院（同济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妇大科护士长，也是
2024 年“上海好护士”的获评
者。从一名普通护士成长为资
深的肿瘤专科护士，又通过自我
提升，成功转型为临床护理管理
者、妇科肿瘤护理亚专科带头
人。这一切，离不开她不变的初

心和脚踏实地的努力。
记者了解到，金微娜共管辖

包括妇科、肿瘤科在内的9个科
室，工作平凡而忙碌。在她和团
队成员共同努力下，一妇婴连续3
年在上海市护理质量检查中位列
专科医院前列。她临危受命，在
导管团队毫无任何儿童置管经验
的条件下，查阅文献、制定方案，
沉着冷静地为1名7岁罹患卵巢
无性细胞瘤的女童顺利置入PICC
导管，确保治疗顺利开展。

“一心为你，静待花再开。”
金微娜表示，女性生殖系统就像
一朵需要精心呵护的“花儿”。
为了让美丽的“花儿”重获生命
再次绽放，她要坚守初心，为患
者提供优质护理、贴心服务，陪
着一位又一位患者走过艰辛的
旅程，直至重获健康与美丽。

金微娜悉心带教护理实习
生、进修生、规培生，还承担同济
大学夜大本科的妇科授课任
务。2023年，在医院护理部的支
持下，她带领妇科护理团队，成
功申请加入了中华护理学会京
外妇科专科护士培训建设基地。

打造跨文化护理团队
同样，从一名普通护士成长

为东方医院的科护士长、南院护
理部主任，俞海萍的每一次进步
都体现着她对护理事业的执着
与追求。

擅长在专业上“下功夫”的
她，私下也有着自己的爱好——
英文。多年后，她将爱好变为专
业。

2011年，俞海萍被调任为特
诊部护士长。此后，她开始就跨
文化护理方向深入研究，并用两
年时间打造了一支具备英、法、
德、日等多语种服务能力的跨文
化护理团队。

作为团队“领头人”，俞海萍认
为护士要服务好患者，除了要练就
一双“火眼金睛”，更要知道患者出
现“反差”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每
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我们只有去评
估患者的文化背景，去主动了解他
们的心理、习俗、语言等差异，才能
给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提供与其
文化相一致的服务。”

“宝藏”越挖越多，团队也就
越来越好。在俞海萍的带领下，
这支跨文化护理团队已为来自
128个国家及地区的2万多名外
籍患者提供跨文化护理服务，同
时还应邀参与世博会、进博会等
重大涉外保障任务50余次。

捧一颗赤诚爱心 陪患者静待花开 人人讲安全 个个会应急

■“5·12”防灾减灾宣传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