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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变成“月饼节”
除了“吃”还能怎么过？

诗意地生活
每天都是旅游节

街拍 执法到位 市容大变

大师眼中的
时尚与名人

浦东新区塘桥街道成立全市首家线上书记工作室

“小巷总理”，网上网下天天见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论

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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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市徐汇区辛耕路近宛平南路人行道口，
每天清晨被小商贩占领，不仅影响交通安全，也
有碍市容（见图一），徐家汇商圈大联勤市容管

理 !"多名执法人员每天早晨 #时定时定点到
岗执法检查，使市容面貌大为改观（见图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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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A10 新民邻声!话题

! ! ! !昨日，《家门口的旅游节，你懂得
怎样参与吗？》一文在新民邻声 $%%

话题板块呈现后，引发热议，以下为部
分网友评论：

( 韩立春#身边亦有风景"如果

能带着发现美的眼睛"诗意地生活"那

么每天都是旅游节#

(刘天林#旅游节花车大巡游的

现场" 六七年未去了" 激情已渐渐淡

去"但是电视直播还是每年都要看的"

因为我是上海人$

(.)/-0/#上海的旅游节"我无缘

参加"但我还是挺欣赏这种方式的%既

有欢乐气氛场面" 又有个性化深度体

验"意义非同一般#如果我所在的这个

城市能够举办这样的旅游节" 我肯定

乐意参加#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万添杰，一名 &"后“小巷总理”，为居民
解决了大量动拆迁、历史遗留问题、群租三违
等难题，被群众亲切地称为“沉得下去的 &"

后‘小巷总理’”。近日，浦东新区塘桥街道“万
添杰书记工作室”揭牌成立。通过“互联网'”
的方式与居民互动，“线上互动”和“线下服
务”相结合，是全市首家线上书记工作室。
“万添杰书记工作室”是按照市委组织部

建立“优秀居村党组织书记工作室”的要求建
设的，着眼于发挥优秀书记在传、帮、带方面
的引领带动作用，重点培养居村后备干部前
瞻性、创新性的社区治理方法，提高社区治理
的能力。

在“浦东党建”微信平台上，“线上书记工
作室”共设立了书记风采、线上预约、疑难把
脉和网红直播 (个板块。其中，“线上预约”板
块提供工作室的联系方式，只要轻点“我要预
约”按钮，填上相关信息，便可轻松预约。“网
红直播”板块主要是党建实务视频直播带教，
并同步上传书记授课、实地办公等视频影像
资料。“疑难把脉”板块众筹社区治理共性疑
难问题，每一期重点围绕一个主题，网友自由
讨论，工作室团队成员会诊把脉、出谋划策，
开展案例式、项目化带教。

比如，第一期“疑难把脉”聚焦“小区停车
难”，引发网友广泛热议。面对停车难的种种

困境，书记工作室团队提出了有借鉴价值的
建议：如扩大“潮汐式停车”的合作范围、在不
影响居住环境的情况下建立体车位、加强物
业管理与业委会共同协商等。

浦东新区组织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
成立全市第一家线上书记工作室，希望通过
“互联网!”的思维引领，发挥好传播与导向作
用，培育出更多受广大网友信任的党建“网
红”。下一步，浦东新区还将逐步培育更多有
特色、有影响力的优秀书记“进驻”线上书记
工作室。通过示范作用带动一批 &"后、)"后
基层干部热爱社区、扎根社区、服务社区。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明天就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除了
买月饼、吃月饼、送月饼，你还会怎样过节？

这两年，每到中秋节，排队购买老字号
鲜肉月饼，成为节日“标配”，甚至有市民调
侃：“中秋节，不是在吃月饼的宴席上，就是
在送月饼的路上。”传统节日氛围淡，让中
秋节被调侃为“月饼节”。上海市民俗文化
学会会长仲富兰认为，如果丢掉了中秋的
灵魂，节日很没劲。

月饼1家宴!就算过节
“祝你‘月饼节’快乐！”收到这样的祝

福微信，家住长宁路的梁慧君有些哭笑不
得，中秋节怎么就被简化成了“月饼节”？但
记者采访发现，月饼和家宴，已成为中秋节
的两大核心。

光明邨排队 **小时，真老大房、新雅
粤菜馆排队 +小时，沈大成、西区老大房排
队半小时……随着中秋节步步临近，购买
鲜肉月饼的队伍也越排越长，甚至有些疯
狂。据上海市商务发展研究中心的监测，
今年月饼销售总体略有下降，但鲜肉月饼
依旧门庭若市，仅真老大房、泰康食品、长
春食品这三家“大户”，日均销量达到 (,-

万只。
买月饼、吃月饼、送月饼，这两年大火

的鲜肉月饼，替代了销量下滑的广式月饼，
成为中秋节的“流量担当”，而意在团圆的
家宴也主打“吃吃吃”。记者从沪上多家饭
店获悉，中秋当天晚上的包房早已预定一
空，大堂也只剩少数席位。
“买几盒月饼送长辈，再约齐家里人一

起吃顿饭，好像这个中秋节就过掉了。”记
者采访发现，和梁慧君一样，很多市民都是
如此过节，“其他也想不出能干什么了”。

赏月$泡汤%!还能做啥&

除了“吃吃吃”，中秋赏月也是传统项
目，不仅有“十大赏月胜地”的榜单，还有航
空公司推出“追月航班”等。但今年由于台
风“莫兰蒂”登陆，中秋节期间雨水连连，赏
月“泡汤”。天公不作美，月亮缺席中秋晚
宴，上海市民还能做点啥？
“中秋活动其实很丰富，但不能看到月

亮将非常遗憾。”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仲富兰说，自宋元以来，就形成了中秋赏月
风俗，和现在简单的抬头观赏不同，过去一

家人会团聚在一起祭月、赏月、拜月。不过，
没有皓月当空，也有燃灯、赏桂花、饮桂花
酒等民俗活动；孩子们则可以玩玩花灯、听
大人们讲嫦娥奔月、金蟾玉兔、吴刚折桂的
美好传说，还有月饼起源与元末起义之事
等，进一步丰富中秋节的文化内涵。

此外，过去上海中秋夜人们爱烧“斗
香”，又叫“香斗”。晚上家家在门前设案斋
月，除供上各式水果、月饼外，还要供上香
斗，寓意“有好运”。仲富兰说，烧“斗香”，香
呈塔形，顶部用四角戚六角的“斗”形彩色刻
纸装饰，故名“斗香”。除顶部外，香的上下各
层，亦装饰有许多彩色刻纸，通称为斗香花。
其题材内容丰富，有戏文、历史故事、民间传
说、花卉、吉祥图案等。“不过，由于烧香斗会
造成空气污染，现在民间也不太烧了。”

传统节日逐渐变成了“吃吃吃”的盛
宴，文化内涵正在逐渐消失，有什么办法能
振兴传统？仲富兰认为，首先是认识传统节
日的文化内涵，培养一种传统节日的文化
自觉。同时，对不合时宜的旧俗，放弃或置
换更新，并根据社会民众的需要，增添新的
习俗内容。 本报记者 张钰芸 裘颖琼

! ! ! !从即日起至 ) 月 !" 日，
“./001 2/33456789:;89/70 <4"

=/7>?镜头下的时尚与名人”免
费摄影展在杜梦堂（复兴中路
@!+ 弄思南公馆 !! 栋一层）
展出。展览开放时间为每周二
至周六 **A"" :*)A""，) 月 *@

日中秋闭馆。本次展览是
!"*# 影像上海艺术博览会的
同期展览项目，重点展示了摄
影艺术家 ./001 2/334与6789:

;89/70 <4=/7>? 的一系列作
品，以名人肖像和时尚摄影为
主题。

摄影师 ./001 2/334 出生
于意大利，在 !"世纪 @"年代
非常活跃，曾为玛丽莲·梦露、
温斯顿·丘吉尔等许多社会名
流拍过很多精彩作品。另一位
摄影师 6789:;89/70 <4=/7>?自
上世纪 -"年代初起，已与众
多知名时尚杂志合作。他将时
尚摄影赋予全新视野，堪称摄
影艺术中的一个神话。<4=/7>?

大胆地将模特从封闭的摄影棚
中释放出来，回归自然，开创了
女性肖像乐观主义与自由的
新纪元。

社区全媒体 刘丹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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