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昨天上午，在商
务印书馆创建 !"#周年、商务印书馆创始人
夏瑞芳逝世 !#$周年之际，夏瑞芳故居开馆
仪式在青浦区朱家角镇张巷南厍村举行。在
开馆仪式上，夏瑞芳外孙史济良先生为夏瑞
芳故居揭牌。
商务印书馆曾经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漫

长岁月里，稳稳地占据着中国出版业的龙头
地位，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在他生前亲手奠定
了商务的根基。然而，他位于青浦区朱家角镇
张巷南厍村的故居深巷幽弄，并不广为人知。
这是夏瑞芳 %岁之前的生活之处。三年前，民
建青浦区委还就此进行了调研，认为老宅尚
余五六十平方米的建筑，还居住着夏家的后
人，但可以修缮。如今，遵循“修旧如旧”古建
保护规律的夏瑞芳故居共 !##多平方米，分
三个区域，一个是餐饮厨房，有当时的灶头等

等大部分恢复了百年前的模样，这是夏瑞芳
和父母亲一起吃饭的地方；卧室部分，就是当
年余下的老建筑的主体部分；大厅部分，用来
展览夏瑞芳的生平和事迹。
夏瑞芳故居的展品由青浦博物馆和中华

印刷博物馆提供了一部分，夏瑞芳研究会还
专门到现居美国的夏瑞芳外孙处取得了一些
材料，尤其珍贵的有夏瑞芳和夫人的墓志铭
书法真迹，研究会的拳拳之心让夏氏后人十
分感动，把珍藏了八十余年的书法真迹捐献
给了故居，成为镇馆之宝。
现在美国生活的夏氏后人还提供了一些

生活照片，以及夏瑞芳最初创立商务印书馆
时的几本印刷物、印刷的奖状，十分有趣。

夏瑞芳去世后，为了纪念他，夫人曾捐
资在青浦建盖了小学。这座名为夏氏小学的
遗址仍在，约 &## 平方米；夏瑞芳研究会人
员表示，正因为夏氏小学培养出了许多农民
子弟，使他们能够有如今更好的生活。所以，
对于夏瑞芳故居的修缮也是一种对于家乡
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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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案例分享金点子
于去年 !!月到今年 !月举办首届公共

文化配送产品设计大赛，共吸引包括国有院
团、行业协会、民营院团、民非组织等 !'(家
单位报名，共申报 $#"项公共文化配送产品。
经过专家评审和市民网上投票，(%家优秀主
体的 !##个产品入选“百强公共文化配送创
新产品”。

节目入选“百强”的文慧沪剧团团长王慧
莉坦承，配送展示为民营院团提供了广阔的
艺术创作天空。“社区配送帮我们输送了大量
的粉丝，八年了，从一开始的入不敷出，到现
在靠演出能盈利而且可以支撑一年一部新戏
的创排，《风雨同舟》《白衣柔情》《绿岛情歌》
都精心打磨成社区版。”她现场分享。

大赛评委、文艺评论家端木复分析，百强
的出炉对优化产品而言是个开始，参赛的产
品有“撞车”的现象，有的主体第一次参加，不
了解社区需求，这样的分享会能让更多优秀
团队向节目“取经”。

交流越充分供需越对接
除了创新案例分享会，当天 !#"家社会

主体在群艺馆的一至四楼“摆摊”，“市集”中
人声鼎沸。五块大型平板秀出卡通动画版《姑
苏繁华图》长卷，飞麟文化传媒秀出一款文创
“潮物”；即创戏剧团队则上演即兴表演，让参
展者情不自禁跟随摇摆；古琴幽幽，市非遗斫
琴技艺传承人杨致俭工作室的雅集令人心醉
神往……

据群艺馆工作人员统计，超过 ()#名各
级配送机构人员、(##多名市民抢先品尝新鲜
出炉的公共文化配送产品，并交流体验。

从嘉定区赶来的李女士往返需 & 个小
时，作为社区合唱队领队的她本想过来“讨

教”，只是她没想到一进群艺馆就瞧花了眼，
“好多展演和互动都很新鲜，我特别感兴趣旗
袍盘扣、草木扎染。我拿了宣传册，回去后要
跟我们自己的社区活动中心提提建议。我们
老年人也很想学一些新内容”。

小东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顾立徽
大赞“集市”创意，“一些居民反馈不错的配送
讲座或课程一次就结束了，我们之前就想增
加次数，正好今天可以跟一些摊主好好谈谈

今年如何合作，太方便了”。
众多参展方也在“多方会谈”中获得灵

感。上海青果巷子传统文化促进中心创始人
陈晋芳称：“市民到底希望我们怎么办活动，
光靠在线评价，我们还是不够明确，当面就能
讲清楚很多细节。”此外，已有参展方提议，能

否一年增加举办次数。
从以往的“网上下单”到结合“集市洽

谈”，市群艺馆馆长萧烨璎认为，此举可以进
一步优化上海公共文化服务，更精准地给老
百姓提供多样、多态、新鲜、丰富的文化艺术
享受。 本报记者 肖茜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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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公共文化配送产品整合成‘集市’形式真是太好
了，我们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和演出提供者、老百姓沟通
多方便！”昨日，小东门社区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顾立徽
在市群艺馆逛了一天。他上午和同事兜遍全场，下午一
个人又和意向摊位详细地谈合作。

当日，上海首届公共文化配送产品设计大赛“百强”
发布暨优秀社会主体展示交流活动在市群艺馆举办。这
也是上海市公共文化配送各方第一次从网上走下来，现
场“大会师”。市群艺馆馆长萧烨璎称，此举只为更精准
地向老百姓提供多样的文化艺术享受。今后每年都将举
办这类供需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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