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 %国际艺术营夏季篇驻

地展览正在新场镇举行!展览免费

开放并持续至 $月 &日" 来自法国

和上海的两位艺术家林富蓝与程韬

共同展出了半个多月来在新场实地

创作的摄影和装置艺术作品" 在白

墙飞檐的新场古镇!走在古色古香

的弹格石子路上!游客还可以走进

#缶'$ 文创体验空间欣赏诗歌游

吟!在这些既有新场特色%又有法国

和中国海派艺术巧思的艺术形式

中!体验展览主题所要表达的&在新

场一次诗意的游戏探险$'

本报记者 孙云

! ! ! !从看戏到学戏，从粉丝到演
员。闵行区颛桥镇通过 !年的努
力———一批社区“草根明星”走上
了话剧舞台。

近日，"#$% 颛桥镇戏剧周在
闵行区颛桥镇举行。一个镇哪来
的底气举办全镇的戏剧周？颛桥
镇文体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从
"&$'年起，颛桥镇通过“政府买
单、专业机构培训、百姓参与”的
模式，陆续启动了“小小戏剧家”
“百姓剧社工作坊”“话剧演出进
社区”等多个项目，培养了一批忠
实的戏剧爱好者。“上至七八十岁
的老人，下至六七岁的孩子，全情
投入，参与到各类戏剧项目中，从
最初的看戏，到学习演戏，到今天
站上舞台，从话剧粉丝变成了舞
台上的明星。”

话剧票价亲民
“话剧演出进社区”是颛桥镇

启动的最早一批戏剧艺术推广普

及项目。“话剧演出进社区”项目每
年都会为镇里引入多场高水平的
话剧，以一场 "&元至 !&元的亲民
票价，为颛桥社区居民奉上戏剧艺
术“大餐”，也培养了最初一批本地
戏剧文化爱好者、参与者。
“百姓剧社”成员、全职妈妈

朱任凌就是其中的一位。"&$(年
%月 "'日她带着孩子第一次去颛
桥镇文体中心，碰巧遇上一位工
作人员，问她对看话剧是否有兴
趣，还邀请她加入了“颛桥话剧
)*+,团”，一个分享颛桥话剧演出
信息的微信群，就这样，朱任凌知
道了原来在家门口就能看话剧。

百姓演得过瘾
“百姓剧社”是由颛桥社区百

姓组成的剧社。运行一年来，'支
“百姓剧社”相继成立并运作，帮助
"-位来自不同社区的戏剧爱好者
跨入高水平戏剧排演的门槛。"#.-
年 -月，朱任凌报名参加了人生第

一次“海选”，从 .&&多人中脱颖而
出，成为“百姓剧社”的成员。
“百姓剧社”建立起完善的培

训体系：工作坊与导师制。工作坊
每周一次、每次不少于 "小时，对
学员进行专业指导培训；“百姓剧
社”请来了戏剧专业导师倾力辅
导，帮助“百姓剧社”通过编、排、
演，提高专业性和表演能力。在这
里，学员们第一次在导师的示范
表演中感受到了话剧之美，第一
次知道了什么是台本的“逻辑重
音”，第一次学着身临其境地理解
角色的心境……

!年间，颛桥镇的戏剧文化普
及工作实现了两个全覆盖：全年龄
段人群覆盖，以及不同身份的人群
全覆盖。在 %日的节目单上，.-个
节目中，由颛桥镇市民戏剧文化项
目培育、选送的节目有 /个，占到
"!0'1。社区里走出来的“草根明
星”终于与沪上知名朗诵表演艺术
家同台演出了。 本报记者 鲁哲

草根演话剧 民星当主角

! ! ! !罗店彩灯、月浦竹编、葫
芦雕刻、蔡氏剪纸……在近
日举行的十二届宝山罗店龙
船文化节上，一批上海市及
宝山区知名非遗项目一一亮
相，让市民游客大饱眼福的
同时，也可以大展动手能力，
跟着师傅一起学习非遗制作
技艺。
本报记者 郭剑烽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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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新郊区

! ! ! !本报讯（首席记者 范洁 通讯
员 马燕燕）-( 岁的金山漕泾镇老
党员朱端芳家，被村民唤作“开在屋
里厢的法援中心”，驻村律师定期开
展法律咨询、法治讲座、矛盾调解。
这是金山区“四级公共法律服务平
台”的毛细血管———楼组宅基公共
法律服务点，与区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中心、街镇工业区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村居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室，

构建起完整的法律服务脉络。
"&$' 年起，金山区开展“法治

金山”建设，既有“自治、德治、法治、
共治”四治一体的基层治理，又有送
法上门的“村村有顾问、事事依法
行”制度建设，还有“$2$$3""/34”
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邀请专业律
师全面参与村居事务治理、疑难事
件解决、矛盾纠纷化解等。
“我是金山本地人，从小在农村

长大，父亲长期在村委会工作，熟悉
农村生活，也比较了解农村的法治环
境。”上海锦维律师事务所律师沈军

担任驻村法律顾问，他根据村民最关
注的话题，设计法治讲座和问答。近
在身边的法律服务，颇受欢迎。

目前，金山区 ..个街镇（工业
区社区）、""/个村居已实现法律顾
问有效覆盖，打通公共法律服务“最
后一公里”。变化看得见，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
靠法，正成为村民共识。
在张堰镇建农村，办红白喜事、

私拉乱接电线等曾是农村治理的长
期难题，通过法律顾问进村说法，逐
渐移风易俗。而今，建农村定下规

矩：涉及村里群众切身利益和农村
治理难题等事项，不论大小均须经
村“民主议事堂”和村公共法律服务
室（点）通过。
今年初，山阳镇华新村启动村

规民约修订工作，除了广泛征求村
民意见和建议，还邀请法律顾问和
山阳司法所加以法治审核，确保村
规民约的合法性。被誉为华新村“小
宪法”的村规民约实施以来，村里发
案率同比下降 ((1，民风越来越
好，村民安居乐业，社会平安有序。
此外，金山区还成立专业化法

律顾问专家库，遴选出优秀律师参
与审核区政府重大决策，出具专业
的法律意见，例如律师们提出的“加
快石化地区旧城改造”“完善住宅小
区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等意见建
议，就得到有效落实。

"&.-年，金山区村居法律顾问
共接受村居民法律咨询 ./%/起，出
具法律意见书 '".份，起草法律文
书 !% 份，协助调解矛盾纠纷 .55

起，开展法治讲座 .'.场，参与调处
信访矛盾 %-起，接受法律援助案件
''起。

打通农村法律服务“最后一公里”
金山区推行!村村有顾问"事事依法行#

! ! ! !浦东新区周浦镇上有一条叫小
上海的步行街，你去过吗？逢年过节
这里总会举办乡土民俗展演活动，
吸引远近市民纷纷前来观赏，热闹
非凡。近日，这里举办了一场端午节
小上海民俗文化展示会。从上午开
始，步行街两旁的长桌上摆满了粽
叶，粽子，还有艾草、菖蒲，而且都是
青绿色的，散发着端午文化的阵阵
粽香，又传递着别样的民俗。

两排长桌前，十多位穿老布服
装的老妈妈正在向人们展示包浦
东各类乡土粽的绝活。她们选用包
粽子的芦叶，是当天早晨从清清小
河边采摘而来的，散发着纯纯的清
香味。老妈妈包的粽子品种多样，
其中有三角粽、小脚粽、扎粽、牛角
粽、桑蚕粽、萝蒲粽等，青翠欲滴，
令人赏心悦目，仿佛成了一件件精
美的艺术品。

摊位前挤满了里三层外三层
的人。许多游客光看觉得还不过
瘾，禁不住上前跟老妈妈学着包粽
子。尽管包的不怎么样，但他们个
个兴趣十足，喜笑盈盈，体验分享
到了参与的欢乐。

在包粽子的队伍中，有一对四
五十岁的施姓朱姓夫妇，特别抢
眼。妻子包的粽子也好，但丈夫包
的粽子更有特色。不论是扎粽，还
是三角粽，都是有模有样，甚至能
和老妈妈不相上下。当笔者与他谈
起包粽子的诀窍时，他笑着说，"&
多年前，他偷偷地跟妻子学包粽

子，怕人家见笑。后来真的喜欢上
了包粽子。很快，他学会了包各种
各样的粽子。他又说，看着自己包
好的粽子，青中带绿，特别好看，心
中充满了成功的喜悦。粽子不仅是
一种食品，更是一种文化，是老祖
宗流传下来的，我们要更好地传承
下去。
男子汉上街为市民娴熟地表演

包粽子，令众人啧啧称奇。老施还有
一个绝招，那就是用芦苇叶编织乡
间田野中的蚂蚱。他在现场编织的
蚂蚱挂在竹竿上，大的，中的，小的，
应有尽有。形态也各异。有的在嚼
草，有的在歇息，有的在互相打斗。
活灵活现，透显出浓浓的乡土气息，
煞是惹人喜爱。特别是孩子们，看着
有动感的蚂蚱，久久不忍离去。老施
看到这情景，连忙把编织好的蚂蚱
送给孩子们，乐得孩子们喜上眉梢。
老施是周浦镇沈西村人，从小对田
野里草丛中的青青蚂蚱情有独钟。
"&年前，他就开始用端午节前夕的
嫩嫩芦苇叶编织大虾，练就了一手
好本领。

由周浦镇文化服务中心主办、
周浦企业文化促进会承办的这届
展示会，为市民送上了一份醇厚自
然的端午乡土文化大餐。

"&&%年以来，周浦企业文化促
进会连续 .&年坚持年年承办端午
节民俗文化展示会，传播传承端午
民俗文化，成为区内外有影响的优
秀民俗品牌。 周新会 摄影报道

!小上海"民俗展上飘粽香

搭建国际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平台临
港
! ! ! ! (月 !#日!&上海临港国际

人工智能研究院$揭牌成立!这是

临港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体系中又

一基础性功能型科创转化平台"

目前! 临港科技城已吸引一

批人工智能企业!初步打响&上海

临港人工智能产业基地$品牌(建

立了与上海交大% 复旦等高校院

所的产学研合作!引进智能制造%

工业互联网等两家上海市级研发

与转化功能型平台!导入了&世界

顶尖科学奖项获得者论坛$ 等国

际科技年度活动! 临港人工智能

产业生态基本形成) 到 !)!*年!

临港将力争打造成人工智能与实

体经济融合的标杆区域! 成为长

三角区域产业协作一体化发展的

新龙头"

上海临港国际人工智能研究

院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应运而

生"在揭牌仪式上!上海临港国际

人工智能研究院同时发布了产业

联盟% 配套基金和项目引进等方

面的成果"未来!研究院还将推进

人工智能产学研融合! 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 进一步助推临港乃至

上海人工智能产业的集群发展和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孙云

新
场
国际艺术营开营

体验非遗
传承技艺

丽美 乡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