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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弘

一台家用 DV，

一个自制新闻采访

话筒，两个补光灯，

凭着这些 200元不

到的设备，在浦东

新区花木街道明月

居委会里，7个平均

年龄 33.4岁的居委

会干部自己干起了

“电视台”，取名“明

月 TV”。“明月 TV”

自制的小区版“新

闻联播”每周更新

一次，今年 3月上

线以来，已吸引了

300余位粉丝，点击

率最高的一期节目

突破了千点大关。

#本期导读$

家有宝贝要入园，却是家家

有本难念的经。在幼儿园这个起

点上，为孩子盘算未来的父母开

始忧虑重重、费劲周折。

家住嘉定区的两邻居约定

轮流接送两家的孩子上学，然

而一次途中意外，其中一个孩

子脚趾严重受伤，谁该负责？

家有严厉的“虎妈”和温柔

的“猫爸”，这样的家庭关系组合

竟然有可能会对孩子的心理健

康产生不利影响。

社区版

宝贝要入园
选“起跑线”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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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双春从艺六十又五，滑稽

戏、独角戏、说唱样样俱精。品其

艺，观其人，察其脾性，四字以蔽

之：多快好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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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轮流接送娃
途中意外谁之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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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妈猫爸#

或给孩子成长埋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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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年团拜视频起步
明月居委管辖着罗山花苑、金色

碧云、金杨十坊庭三个小区，有 1200

户居民。小区里白领多，外地来沪给

子女带孩子的老年人也很多。“不少

家庭都是父母轮流带，像候鸟一样迁

徙。”居委会书记石丽芳说，如何让这

些年轻人和“候鸟父母”们能融入社

区生活、知道居委会都干了些什么事

儿、让居民间有更多互动，成了摆在

他们面前的难题。

居委会里的几个 80后年轻人尝

试开了个微信公众号，将小区动向第

一时间推送，但觉得“光有图片和文字

还不够吸引人”。经过商议，他们决定

办个“电视台”，制作属于小区的视频

节目，放在微信公众号里推送。今年2

月，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期居委会干

部土法炮制的新年团拜视频，短短 3

分钟的视频吸引点击近百次，年轻的

居委干部们大受鼓舞，“我们有位 70

多岁的居民原先用的是黑白色的老人

手机，他专门让儿子给自己换了个智

能手机，1000元左右，就是为了可以

收看到我们的节目。”

“录第一期节目的时候，没有摄

像机，是用手机录的。”居委会青保干

部、担任“明月TV”“总导演”“台长”的

王旭东说，70多岁的居民陈乃黔老先

生知道他们要创办属于小区居民的

“电视台”后，将家里面的摄影机拿了

出来，免费长期提供给他们使用。社

工小董把家里的三脚架贡献了出来。

“原先的话筒收音功能太差，就淘宝

买了个 80元的话筒，花了 100元买

了两个补光灯。”学美术出身的王旭

东又设计了“台标”，一轮黄色的明月

守护着一只振翅高飞的候鸟，就这

样，在大家支援下，花了不到 200元，

“电视台”建成了。

孩子“领衔”本色出演
每周一次更新的“明月 TV”目前开设

了3个栏目，“明月一周报”，将小区这一

周的大事件进行口播，让居民们了解居委

会做了哪些事儿，成为居务公开的一种渠

道。“小蔡讲安全”由居委会治保主任小蔡

邀请一位居民讲述自己身边的安全隐患

或小区治安故事。“月明人美”宣传小区里

的好人好事，专门传播正能量。

“我们小区里有个公共草坪，平时在草

坪上的无非是三类人，带孩子的保姆，遛孩

子的老人，还有放学的孩子，基本都是围绕

着孩子，我们想为咱们的‘电视台’创立一

个社区记者站，围绕孩子，把小朋友、大朋

友都调动起来，让30岁至50岁的社区中

坚力量不再缺位居委会的活动。”居委会副

书记孙慧说。今年的寒假，“明月TV”第一

次邀请小朋友出镜，播报小区新闻，几个

85后的年轻社工还手把手教孩子们撰写

新闻稿，颇受孩子家长的欢迎。

附近的中天碧云、爱建园小区的居民

听说明月居委会有这么一个电视台，给孩

子提供参与新闻播报的机会，都纷纷主动

要求加入，如今社区记者站已经有 7名固

定成员。小区附近学校的老师也主动加了

居委会的微信公众号，关注学生参与社会

实践的热情和出镜表现。

前不久，有一位居民李女士主动致电

居委会，希望成为居委会的志愿者。她自我

介绍自己从事新媒体气象播报，愿意无偿提

供自己的技术力量为“明月TV”添砖加瓦。

孙慧告诉记者：“说实话，以往居委会的志愿

者活动无非是捡捡垃圾、扫扫楼道，吸引不

了像李女士这样‘高端’的居民，如今有了

‘明月TV’，居委会的活动也高大上了。”

据不完全统计，“明月 TV”上线至今

已有超过20位普通居民出镜露脸，几乎

人人都是本色出演，王旭东坦言：“邀请居

民上节目从来没有被拒绝过，大家的表现

都是一级棒！”

用心做事不是闹着玩
从最初的二十几个“粉丝”，到

现在近 300个“粉丝”，短短两个

多月，明月居委会的微信公众号

“粉丝”数暴增了十倍。居民们的

参与热情也空前高涨，点赞者有

之，提出建议意见者也不少。有一

期节目一开始说的是不文明现

象，结果，小主持说着说着又说到

了老人在小区紫藤花架下乘凉有

危险的问题，有居民就表示：“偏

题了，节目形式单一，希望增加互

动”。还有居民认为每周一次的更

新太慢，强烈要求电视台增加报道

频率。

不过，更多时候，还是几个年

轻的居委会干部自我要求上进。比

如，学美术出身的王旭东不会用视

频编辑软件，他就自己摸索如何使

用“绘声绘影”软件，如今他还自学

AE制作片头，制作逐步向专业化

靠拢。而原先草根版的“明月 TV”

自从增配了补光灯后，拍摄的画面

色彩鲜明，人物画面也更为清晰。

刚开始话筒收音效果不好，老年居

民都说听不清，现在花 80元换了

新话筒后，收音效果也明显上了一

个台阶。“我们也是在居民的鞭策

下，摸索前行。”孙慧表示。

明月居委会 7个居委会干部，

3个 70后带着 4个 85后，石丽芳

介绍说：“创新意识够了，但经验累

积和自我要求也要不断提升。”下

一步，居委会正在向街道申请电子

显示屏，挂在小区里滚动播放，让

居民看“电视”更方便。居委会还打

算办一个老年多媒体培训班，让小

区里的这些“候鸟爸妈”能在手机

或移动终端上收看“明月 TV”的节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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