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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上海书展将于8月13日至19日举办

一年一度，在上海来场“精神赶集”
◎ 施晨露

“国家队”纷纷出战，精品化浪潮涌动

短剧暑期档不止于“爽”

喜欢阅读是上海市民的良好习惯，也

是城市文化氛围的鲜明特点。2025 上海书

展暨“书香中国”上海周将于8月13日至19

日举办。一年一度的上海书展总能掀起一

场“精神赶集”。当上海书展成为这座城市

乃至更广地域的阅读乐事、文化盛事，在这

里阅读的不仅是一本本好书，更是上海这

部“大书”。

集中打造首发首展首签

今年上海书展首次推出“双主场”，并

将书展活动阵地延伸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46处“书香浓厚、群众欢迎、基础扎实”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将作为2025上海

书展组成部分，发布书展资讯、服务市民购

票，帮助更多市民读者及时了解书展动态。

上海展览中心会场由主题展区、主宾

省展销区、实体书店展销区、沪版图书展销

区、全国图书荟萃展销区等构成，同步设置

8个活动区域，继续举办上海书展主题出版

研讨会、上海书展阅读盛典、开明出版传媒

上海论坛、中国作协“新时代文学攀登计

划”推广活动、国际文学周等活动，集中打

造“首发”“首展”“首签”，高质量举办重点

图书推荐会、新书发布会、名家讲座、作者

签售等特色活动。

随着阅读边界扩大，文创产品、“谷子”

周边将成为上海展览中心会场的亮点。上

海展览中心的户外空间，包括喷水池广场、

西花园、东花园等场地，将在傍晚时分推出

“阅界夜市”。

上海书城会场进一步调整优化空间布

局，同步设置5个活动区域，将举办阅文十

周年IP主题展、书城热门图书IP展、旅游+

非遗体验等活动，联合上海市旅游协会推

出3条非遗主题旅游线路，推出“书展一日

游”经典路线。

面向读者的阅读风向标

上海书展是我国年度重要图书新品首

发地、面向读者的阅读风向标，各参展方都

将拿出各自精品力作。

“国家队”中国出版集团将推出《复兴

文库》《胜利与和平——纪念中国人民抗日

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连

环画典藏》《古代汉语词典（第3版）》《文脉

的演进：中国古代文学史讲录》及“中华经

典通识”“中华经典百句”系列丛书等重点

和新品图书。

主宾省湖南省将带来《靠什么团结凭

什么胜利：中共七大启示录》《毛泽东文谭》

《湖南为什么这样红》《亲爱的人们》《绣虎

少年》《何以汉服：重新发现马王堆汉墓服

饰》《古物说：文物中的古人日常》《李约瑟

镜头下的战时中国科学》《桃花源没事儿》

《时间简史》（普及版）等精品新书。

上海出版“主力军”世纪出版集团将带

来《极简上海志》《上海抗日战争史》《精神

之源》《刺秦》《不响》《谭其骧学术传记》《满

天星斗：探寻中国早期文明》等。上海各高

校出版社、“社科文”出版社也将在书展上

推出《资本论》全译本初版装帧纪念版以及

《启航——党的诞生地为何在上海》《为国

铸盾——中国原子弹之路》《上海历代著述

总目》《东学西传文献集成初编》《中国译学

大辞典（第二版）》《大国养老：中国特色养

老服务体系论纲》等新书好书。

“不止于书、不止于展”

各区级分会场和部分实体书店、图书

馆等特色分会场将呈现“不止于书、不止于

展”的多种书展形态，营造“书香满城”

氛围。

浦东新区将推出“品书香、愈时光”分

会场，策划特色文化阅读活动；黄浦区将

围绕“当古典遇到古籍”主题，结合“昆曲

雅音会”开展阅读活动；静安区设置区图

书馆、中信泰富广场两个分会场，并将揭

幕首家“声音书店”；徐汇区以“书香光影

阅读的姿态”为主题，推出“寻光之夜”阅

读嘉年华；长宁区参与主办第二届“书香

上海·东方阅读盛典”，开启“悦读长宁·东

方读书会”系列活动；普陀区以“游‘半马

苏河’，品书香普陀”为主题，带来多样阅

读活动；虹口区将承办“国际文学周”的主

论坛和诗歌之夜，举办系列阅读活动；杨

浦区承办“全国知识博主大会”，开展巴金

纪念展、“百廿复旦、智汇杨浦”等活动；宝

山区将以红色传承、亲子阅读、公益捐赠

等为重点举办阅读活动；闵行区将以“书

香悦读”“书海寻踪”为主题，启动“一书一

世界”闵行夜读周。

沪郊同样有浓郁书香氛围，嘉定区将

以“我嘉‘书’适圈阅动DNA”为主题，在安

亭黄渡“我嘉邻里中心”开展阅读活动；金

山区紧扣“我爱读书、我爱生活”主题，依托

区图书馆，围绕红色文化、传统文化、特色

文化等开展阅读活动；松江区将在云堡未

来市艺术城举办“读书不止、实践不止”主

题活动；青浦区将围绕“阅江南”主题开展

长三角历史文化名人文献展、清溪讲坛等

活动；奉贤区将依托区图书馆等场所，开展

“乡村读行”等阅读活动；崇明区深化“书香

瀛洲”阅读品牌，将举办名家海岛行、读书

分享等系列活动。

7 月 19 日，河南省洛阳市

孟津区“三彩小镇”朝阳镇南石

山村唐三彩文化园迎来大批研

学学生，大家欣赏唐三彩艺术

品及复原的古代唐三彩窑炉遗

址，亲身体验唐三彩制作工艺，

感受国家级非遗唐三彩烧制技

艺的魅力。图为学生们在体验

唐三彩素胎施釉技艺。

黄政伟摄

近期，快手宣布关停短剧小程序相关业

务，同时处置百余部违规微短剧及90余个账

号。在这些违规微短剧中，情节离谱的不占少

数。而说到癫狂，不得不提《麒麟送子天降喜

福》用匪夷所思的“生育神话”，将短剧推上风

口浪尖：女主一胎生下99个孩子，摞起来送进

宫中面圣，被网友群嘲“降智”。最终，该短剧

在短视频平台累计播放量超过4500万后被

下架。

爽感叙事退潮，演员阵容提升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

近日发布了最新管理提示，剑指微短剧内容乱

象，坚决杜绝“反智”“雷人”“离谱”的人设与

剧情。这是继针对中老年题材、“霸总”题材、

AI魔改内容及片名审核连续发布管理提示

后，监管部门对行业乱象的又一次精准治理。

政策监管层面，微短剧监管体系在这两年间已

形成一套日益精细化的治理框架，从早期粗放

管理逐步发展为分类分层、精准施策的成熟模

式，部分短剧忽视艺术品质和思想价值、作品

质量参差不齐等问题大为改观。

在内容创作上，网络微短剧向非遗、反诈、

科幻、年代创业等领域拓展，不断提升人物塑

造与价值表达的质量，曾经流行的“高反转+

爽感叠加”叙事模式逐渐退潮，转向具有现实

关照与人文温度的精品创作，微短剧演员阵容

的咖位也显著提升。近日举行的CMG首届中

国微短剧盛典上，《狮城山海》《家里家外》《今

人不见古时玥》《东坡先生赶考记》获“中国微

短剧盛典年度微短剧”；巍子、侯京健获“中国

微短剧盛典年度微短剧男演员”；李若彤、徐艺

真、孙艺燃获“中国微短剧盛典年度微短剧女

演员”。在近期筹备的微短剧项目中，杨蓉、郑

凯、何政军、涂松岩等专业演员，以及跨界出演

的歌手老狼纷纷加盟短剧创作。

“不像短剧”的精品化浪潮席卷暑期档

近日，万茜、秦俊杰主演的《朱雀堂》拉开

短剧暑期档序幕。该剧由《长津湖》摄影指导谢

忠道执导，凭借电影级服化道、超高清拍摄和

长剧主流演员阵容，打破了传统微短剧碎片化

叙事的局限。这部总投资高达4000万元的大

制作在爱奇艺和腾讯视频上线后登顶短剧热

度榜，改变了观众对短剧粗制滥造低成本的固

有认知，“不像短剧”“长剧感”的剧集评价体

现出“长剧短做”的尝试，也折射出微短剧产业

的新图景。

2025年，网络微短剧行业迈入精品化发

展新阶段，在政策引导和行业自身探索下，一

批兼具思想性与观赏性的精品短剧展开创作。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

部、红果短剧联合出品的《贝家花园的秘密》近

日开机，这部短剧取材于抗战时期北平一段鲜

为人知却波澜壮阔的真实历史，剧情将药品运

输、情报传递等戏剧性情节与北平城防、珍珠

港事件等真实历史背景紧密结合，兼具紧张的

谍战张力与厚重的时代质感。该剧目前正在横

店影视城的民国景区集中拍摄，并将赶赴北京

市海淀区贝家花园实景拍摄，预计将于8月下

旬登陆多个网络平台。

在短剧平台的制作片单中，爱国情怀成为

题材亮点。短剧《怒刺》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

络视听司和北京市广播电视局指导，故事以卢

沟桥事变后的天津为背景，从小人物视角切

入，讲述厨师叶清轩借身份掩护，与锄奸团合

作，揭露日伪扰乱金融、掠夺物资的阴谋，作品

展现了民族危亡之际中华儿女的家国大义，该

剧入选了2025“北京大视听”网络视听精品

项目。

科幻领域也迎来突破，科幻短剧《我在月

球当包工头》由曾入围雨果奖的作家王晋康监

制，以近未来中国月背基地建设为背景，讲述

一群基层建设者在月球上拼搏奋斗的动人故

事。作为首部聚焦“月球基建工程”的科幻现实

题材微短剧，该项目获得中国国家航天局大力

支持，入围2025年央视网“中国正能量短剧”

共创计划。

短剧《舞动敦煌》由红果短剧、央视频、北

京舞蹈学院联合共创，以敦煌壁画为创作原

型，融合敦煌文化与东方舞蹈美学，体现了“敦

煌舞”在古丝绸之路文化交流与民族融合中的

重要历史意义，让静态壁画跃然而出成为动态

文化符号。相比此前观众吐槽的短剧演技浮

夸、逻辑混乱、内容空洞等问题，这些更具精品

长剧品相的微短剧从主题立意到制作水准都

已焕然一新。

微短剧行业的未来，不在于“比谁更离

谱”，而在于“比谁有诚意”，唯有平衡商业价

值与文化责任，让创作回归对生活的诚实表

达，向更广阔的现实主义与人文关怀进阶，才

能避免重蹈“野蛮生长”覆辙，创作出更多承载

着时代价值的文艺精品。

（综合光明网、《北京日报》、天府新视界）

非遗研学热

（上接A1版）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教育理论研究所助

理研究员王利利发文表示，相较于城市，乡村

地区学生更加分散，暑期托管服务难度也较

大。“建议增加乡村暑期托管服务供给，既要增

加供给数量，又要提升服务质量。例如，可开设

‘候鸟班’，创造条件让孩子走出去，到父母工

作所在地接受当地的托管服务；也可以乡村固

有的文化传统为基础，因地制宜挖掘乡村本土

化的托管课程。”王利利说。

王利利还提出，要给学生和家长更多的选

择。提供更加精细化的服务，只依靠学校一方

的力量远远不够，需要学校、社区、企业等多个

社会主体积极投身其中，结合各自资源优势，

共同推出更多能满足差异化和个性化需求的

托管服务。

四川江油市文明办相关负责同志介绍，该

市整合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关工委、社工部

等多部门资源，动员社会组织、“五老”志愿者、

大学生暑期实践团队等开展暑期托管，在课程

设置上，将课业辅导、艺术培育与国防教育、应

急救护、法治课堂等相结合，以期让更多孩子

特别是农村孩子趣享暑假，筑梦成长。

袁仕伟在自己社交账号上置顶了暑期托

管班的视频，获得近百万点赞。评论区不少网

友留言“别人家的公司！”“我们小厂根本不敢

想。”记者在调查中也发现许多中小企业受限

于资金、场地、专业管理人力匮乏以及潜在的

安全责任风险，对自办托管望而却步。

西藏自治区党委党校（行政学院）副教授

靳海波认为，要真正填平“一位难求”的鸿沟，

或许还需要更多政策托底——比如对中小企

业给予托管补贴、简化安全责任认定流程，同

时激活社区、公益组织等更多社会力量，让每

个孩子都能“暑有所托，假有所获”。

声音 期待更多联动，

打造暑托新范式

商场变身“运动场”
世运会“热”进成都商圈

◎ 程睦玲赵泽宇

眼下，距离2025年成都世界运动会（下称

成都世运会）开幕已不足20天，“世运热”在成

都“热”进商圈，掀起一场全民参与的体育热

潮。近日，在四川省成都市多个商圈，成都世运

会官方特许商品零售店亮相春熙路、万象城、

环贸ICD等商业体，世运会吉祥物、文创盲盒、

徽章、冰箱贴等世运会周边产品也已与市民、

游客见面。

运动消费新场景扎堆入场

琳琅满目的成都世运会周边产品，围绕活

力运动打造的消费新场景，让成都大型商业体

变身“运动场”的趋势越发明显。

速度攀岩是成都世运会的比赛项目之一。

近日，笔者在香蕉攀岩成都环贸ICD店看到，

半小时就有近30名攀岩爱好者体验攀岩运

动，覆盖的年龄层比较广泛。该店店长曾宇佳

介绍：“试营业期间，门店最高单日接待客流超

700人次。接下来我们还将在凯德天府打造西

南最大门店，满足成都日渐旺盛的室内攀岩运

动需求。”

不止如此，环贸ICD宽敞的中庭空间也被

打造为快闪迷你真冰场，室内网球场馆UPT-

ennis也在另一端首发亮相。“新店开业赶上

了暑期营业高峰，前来体验的消费者至少需提

前一天预约。”店长助理张钦丞说，门店设置了

标准半球场、单道等6块场地。室内发球训练

作为招牌项目，可帮助网球运动爱好者提高练

习效率，深受消费者欢迎。

新场景带动相关装备需求增加

世邦魏理仕近日发布的《2025年上半年

成都房地产市场回顾》显示，上半年，成都商业

体中引流的主力店、次主力店的招引开始关注

更为刚需的生活业态，如宠物、新兴运动及家

电家居卖场等。其中，女性健身房、室内网球

场、运动康复中心等新兴运动业态的扩张超

10个，核心商圈也在不断丰富新兴运动体验

业态，通过持续招引首店巩固客流。

伴随运动新场景数量日益增多，相关体育

装备需求也明显增加。在香蕉攀岩成都环贸

ICD店内，售价600—1000元的专业攀岩鞋十

分抢手，还带动了相关体育装备销售。

“预计即将开幕的成都世运会，将进一步

激活城市消费动能。”世邦魏理仕华西区战略

顾问部负责人邹丽娟说。

● 今年上海书展首次推出上海展览中心和上海书城“双主场”，

将书展活动阵地延伸至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 在上海展览中心会场，阅读边界扩大，文创产品、“谷子”周边

成为上海展览中心会场的亮点

● 在上海书城会场，将举办阅文十周年IP主题展、书城热门图

书IP展、旅游+非遗体验等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