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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旧闻新访

原载于 1982年 3月 9日《镇
江市报》（第5号第A1要闻版）

我市新建
一座影剧院

我市设备最好、面积较大的
影剧院——工人影剧院，已被列
为市重点工程，于三月一日破土
动工。

该工程总建筑面积为 2174
平方米，观众厅设 1470个座位，
并设有空调、冷气等设施。

（宋建设）

添一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块砖加一片瓦，，
心里都是心里都是高兴的高兴的
————4040年前工人影剧院重建回访年前工人影剧院重建回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笪笪 伟伟

2022年 3月 1日，是咱们《镇江日报》
复刊四十周年的大日子，同时，我的手中
也有一张40年前《镇江市报》头版报纸的
复印件。它记录了1982年3月1日，老镇
江口中位于“城外”的一家影剧院——工
人影剧院破土动工这则新闻。一张小小
的报纸版面，就像一艘时光机，带我们跨
越了整整40个年头。

一篇回访 40年前的旧闻稿件，得到
近 20 位前辈、老师的无私帮助，回忆当
年、提供线索、史实考证……特别是摄影

家陈大经老师，陆续翻了几天资料库，传
来了好几幅当年的珍贵历史照片，让 40
年前的情景重现，也令稿件更直观立体。

上世纪 80 年代初，老百姓处于一
种文化渴求状态，电影是最吸引人的
文艺形式之一。但是，在电影院中更
受欢迎的，是外来的“大片”以及港台
地区的电影……

电影作为重要的文化产品，无论是
产品形态，还是产业规模，都具备很大影
响力和传播力，要实现文化强国目标，电

影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通过多年
的文化建设，如今，中华民族的文化自
信愈发显现。一系列数据证明，国产电
影如今已成为市场的绝对主角。电影院
成为“以文化人，以艺养人，以美塑人，重
在引领，贵在自觉，胜在自信”的重要载
体。电影人的原创力、基础设施的竞争
力、人才的竞争力、艺术创作的引领力，
还有中国电影在世界上的覆盖力和深层
次的影响力，随着经济的发展，如今都在
逐步提升。

从文化渴求到文化自信，不仅使我们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有了更深刻的
认识，而且进一步坚定了我们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决心、信心。

40年前的3月1日，老镇江人口中位于“城外”的一家影剧院——工人影剧院破土动工了。写下这则新闻的是当时在镇江第二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二建）负责宣传工作的宋建设，今天，记者采访这位退休前曾任镇江日报社摄影部主任的前辈时，他笑着说：“工人影剧院
新建，当时这对镇江人来说，也算是件不小的事。当时二建人都为能参加这项工程建设而感到自豪。”他告诉记者，当年的工人影剧院新建是
镇江市重点工程，一些尚未被派到建设现场的二建员工，甚至会在下班后主动赶到这里，哪怕是添一块砖加一片瓦，心里都是高兴的。

“今天说起来，依旧觉得浑身是力气。”

当记者询问宋建设老师，还有没有当
年建设工人影剧院的相关人员联系方法
时，他提供了一位黄老先生的号码。2月
27日下午，当记者辗转找到这位黄老先
生，却被告知“我不是二建的，我当时是在
工人文化宫上班。”虽然不是这篇稿件需
要的采访对象，但他仍热心地给记者提供
了一条线索：有一位经常穿着红色上衣，
坐着电动轮椅，喜欢在河滨公园看大家打
扑克的老人，就是当年二建公司建设工人
影剧院时负责工程的，他了解当时的建设
情况。

记者道了谢，赶紧骑车赶往河滨公
园，在这一带转悠了一个多小时，功夫不
负有心人，终于在人群里找到了姗姗来迟

的，黄老先生所说的这位老人——当年二
建公司的王顺林，在工人影剧院竣工前的
7个月，他分管并参与了建设。虽然如今
他已几乎听不到声音，可看到记者放在他
手里的 1982年 3月 9日《镇江市报》头版
的复印件，找到了工人影剧院新建的这则
新闻时，王顺林老人露出了笑容。

记者在手机上打字说明来意，王顺
林老人沉思片刻，打开了话匣子：“我是
1980年左右到的二建，当时，公司有几百
人参加建设，基本上日夜连轴干。到了
工地，我也跟着一起干，一直到竣工，一
天都没有休息过。落成剪彩的时候，作
为建设者，我也被邀请来到了现场，当
时市领导来剪彩，影剧院门口真是海海

的 人，大家都
在鼓掌，我也
在鼓掌，特别
激动。”

王顺林老
人告诉记者，
自 己 今 年 79
岁，现在的生
活很悠闲，“都
是托了共产党
的福。”已经好
多年没有人和
他聊起当年的
生产建设时光，“今天说起来，依旧觉得浑
身是力气。”

当年的文艺青年很热衷走进影院

著名摄影家陈大经先生得知记者正
在找寻这则旧闻的素材，慷慨地分享了好
几张工人影剧院落成剪彩时的照片。他
告诉记者，落成剪彩当天，自己作为报社
的摄影记者去采访拍新闻照片，“原址是
个小会场，记得是先把周围拆迁后才扩大
了的。市总工会牵头，改造成了工人影剧
院，这家影院在镇江算是条件比较好的。
落成启用那天，市领导剪彩，开会的人把
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大家都很开心。剪彩
仪式后，会场就用起来了，我记得是开了
个全市性的大会。”

“当年我看遍了镇江所有的电影院，
在工人影剧院看的那一场，印象特别深，
到现在都记得。”上世纪 80年代中期，当
时 20岁出头，在市交通系统工会从事干
事工作的王萍告诉记者，当年参加全市

“劳动者之歌”的演讲比赛，“我和别的获
奖同志一起，在工人影剧院，参加了‘庆祝
五一’演讲会。”王萍记得，自己演讲的内
容是“安全之门”，来自铁路系统的全国职
工故事大王王长庚先生讲的是乘务员优
质服务旅客的故事，主题都是歌颂劳动者
的光荣、快乐工作，优质服务。“当时，工人
影剧院经常播放一些教育片，市总工会就
会分发一点电影票给各家企业，企业会分
给工人。”王萍说，工人影剧院在城外，自
己和同事都觉得有点远，那天大家约了，
一起坐公交车，到中华路下车，步行走过
去。路过银山门附近时，有一家“燎原文
具店”，自己还和同事进去看了看粉画纸，
准备单位做宣传画的时候再来这里买。

“那天，我们看的电影名字是《血，总
是热的》，是杨在葆演的。讲的是改革开

放初期，一家从事套染印染生产的企业如
何和国外客商签协议的事情。电影的最
后，厂长对工人们有一场演讲，其中一段
是：‘有人说，中国的经济体制像一架庞大
的机器，有些齿轮已经锈住了，咬死了，可
只要用我们的血做润滑剂，这话已经说烂
了，不时髦了，没人要听了，可无论如何，
我们的血总是热的。’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看完电影后，我们兴趣小组还写了
电影观后感，互相交流。在那个热血沸腾
的岁月，看到企业家为了工人的命运，企
业的生存，献出了自己宝贵的青春，我们
也是备受激励。”在王萍的记忆里，工人影
剧院外面的楼梯是要拽着扶手走上去的，
坐椅也是硬的，“说实话和现在的影院条
件不好比，可当年去电影院看电影，仍然
是文艺青年很热衷的事情。”

看电影已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时 间 回
到 2022 年 3
月1日，记者
来到当年的
工 人 影 剧 院

旧 址 ，这 里 已
经改头换面，变

成了“镇江西津大光
明影城”，影城负责人史建慧向记者介

绍，“镇江西津大光明影城”总面积 6000
平方米，设有7个影厅，是融合独栋、民国
风情的综合型院线影院，集老电影博物
馆、纪录片影厅、少儿体验空间、影视文化
交流于一体。因建筑外观及内部装修富
有特色，开业以来，影院已成为名动镇江
的“网红”，是市民和游客热衷的打卡点。

如今，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
们生活水平逐渐提高，电影也成为人们平

常生活娱乐的方式之一，没事去电影院看
看电影或者演出，早已成为很多人的日
常。记者从市委宣传部了解到，2021年全
市影院放映 46.21万场、观影 409.88万人
次、票房15568.78万元。（左图为建设中的
工人影剧院）（图片提供：陈大经 史建慧
笪伟）

记者短评 从文化渴求到文化自信
□ 笪 伟

工人影剧院落成典礼

工人影剧院落成剪彩仪式

工人影剧院内景

王顺林老人

上海有一条网红街，也就七百米长，一头连着复旦
大学、上海财经大学，一头连着创智天地广场和江湾体
育场，名字就叫大学路。这里聚集着多家网红店，吃喝
玩乐一整天不重样，被称为“魔都年轻人最爱的一条
街”。有文字如是描述：“这儿的建筑物有着彩绘玻璃
窗和涂鸦外墙，这儿的人制造美妙的杯子蛋糕和咖啡，
这儿的大学生会在两家餐厅间犹豫不决的时候瞧向第
三家餐厅，这儿的外国人总在酒吧和健身房开怀大
笑。人们走在大学路上的时候，很容易产生目光接
触。他们心里期盼着新鲜好玩的东西，而大学路满足
了他们。”

但最新的消息显示，这里的人们，已然不满足于
“网红”了。《解放日报》公众号“上海大趋势”报道，近
日，一场关于“大学路创新街区工作坊”的讨论会举
行。会上的发言是这样的：“近两年来，流量经济、网红
经济等一时间成为大学路的关键词，但目前大学路的
主要业态仍是咖啡餐饮和文创品店，创新气息不够
浓。”“街区缺少一个让沿线主体成员发生‘化学反应’
的平台。”他们要在这条街上做文章，来一场蝶变，即从
网红街升级为创新街区。

一座城市为什么需要创新街区？“上海大趋势”总
结，“因为创新链条越来越长，单独做创新很难，需要多
方面合作；因为知识的溢出需要不同的主体，需要不断
关怀多样性的人群的现实和未来需求”，“体现了一种
城市发展模式从规模扩张到内涵增长的变迁”，“带动
了传统产业升级为创新产业，传统劳动力转变为创新
人才”。

无独有偶，公众号“GEI新经济瞭望”最新发文，题
目即是“新经济活力区：打造未来城市新增长极”。文
章写道：“从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经验来看，每到一个重
大发展或转折时期，总会在局部出现一个摆脱传统发
展路径、掌握更先进的发展方式、迸发出更强经济活力
的‘先行区’、‘全新的创新空间’，领先一步迈入下一个
经济发展阶段。”“新经济活力区的核心在于小范围打
造更符合新经济爆发式生产力与生态型生产关系的模
型，更聚焦吸引新物种、新赛道、新场景、新治理等新经
济活力要素，以点及面带动全域活力释放。”

无疑，创新街区恰是一个最小范围的新经济活力
区。而它对城市的意义，还在于：从事创造性工作的新
阶层的年轻人需要工作与休闲娱乐结合的生活圈，需
要有随时随地和自己的同行、高校、研究机构交流碰撞
的空间，这部分人群回归都市工作与生活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创新街区的建成，并非只为科创主体提供载
体，其更深的内涵在于传播‘隐性知识’，也就是观点、
创意和灵感。‘显性知识’可以依靠一次性的沟通，如展
会、对接会等传递，但‘隐性知识’则需要一次次反复交
流和碰撞，它的传播有赖于街区的公共空间。”这恰又
回到了城市存在与发展的本质意义上。

上海大学路的那场讨论，最终形成了三个项目。
其一，“创新实验场”项目，聚焦整合大学路街区里丰
富的创新场景，复合成一个共创的实验场，通过有人
文内涵的展览和主题活动，让街区多元人群的想法和
诉求“被看见”。其二，“商户自治联盟”项目，面向街
区里的大商户和小业主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建立基于
城市数字化的邻里关系。其三，“创新实践课堂”项
目，大学路可与大学联合建立教学创新基地和城市空
间实践课堂。

这三个项目，恰能让我们看到颇多关键词。“场
景”，从注重城市规模扩张向释放城市场景空间转变，
已然成为城市发展的最新路径。“自治”，创新，某种程
度上就是颠覆，所以，鼓励创新，必然需要放手，打造自
由生长的宽松环境。“数据”，这是新经济的最大风口，
也是赋能老业态、创造新模式的最大助力；“要素重
组”，群体多元、要素丰富是城市街区的特色与优势，无
论是“创新实验场”还是“实践课堂”，包括“商户自治”，
其内在的逻辑正是让更多不同的要素在这里整合、交
织、重组，以跨界诱发创新，让创新激活新经济业态。

其实，每一座城市都有街区，每一座城市都有年轻
人，而大多数城市也都有大学和各种各样的“大学
路”。其实，我们也可以试试，毕竟，创新在每一个层面
都是可以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