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郁跃峰 重现新浜山歌
与花篮马灯舞

事新郊区 事新郊区

! ! !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本月起，从美
兰湖交通枢纽站出发，点对点服务罗店工业
园区的通勤班车试运行，困扰园区白领上
下班“最后 !公里”的难题终于得以解决。
据悉，罗店工业园区内已入驻了六七

十家企业，随着园区各类企业的发展，员工
上下班“最后 !公里”的难题愈发凸显。罗
店工业公司倾听企业呼声，通过与上海巴
士第五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充分沟通协调，
认真制定运营方案，顺利开通 "号线至工
业园区的通勤班车。该通勤班车从美兰湖
交通枢纽站出发，点对点服务于园区。目前
开设早晚高峰各 !个，共计 #个班次，间隔
!$至 %$分钟左右，园区内设置 &个站点，
无偿提供企业员工乘坐，打通轨道交通至
园区“最后 '公里”，进一步缓解企业员工
上下班难的困扰。

记者从宝山区罗店镇召开的 ($)&年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会上还获悉，针
对企业办事程序不熟悉的情况，罗店镇还
成立了专业帮办员队伍，实施社会投资项
目行政审批帮办服务。为该镇登记注册的
所有社会投资项目提供“管家式”行政审批
帮办服务，无偿提供全过程的咨询指导、陪
同办理、快速办理、会商会审、委托代办等
各类服务。

宝山罗店开通勤班车
解!最后 !公里"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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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大卫和胡问遂的一段“家书缘”
周浦镇上海最美家书征集展评活动引出一段佳话

观景台

! ! ! !近日，浦东新区周浦镇启动第一届“傅
雷杯”上海最美家书征集展评系列活动。活
动中征集到大量珍贵的家书。其中，曾师从
胡问遂的周浦书画家张大卫保留了 *+多封
两人之间的书信。为此，记者特地来到张大
卫的画室“平安斋”拜访，听老先生讲述尘封
已久的往事。

先生直言书法!不灵"

来到张大卫的画室，除了一张醒目的书
桌外，到处都是书，墙上张贴了各种书画作
品，其中一幅就是胡问遂的书法作品，内容极
富年代感，写的是一首毛泽东诗词。“天若有
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遒劲有力的书
法和毛主席诗词的豪迈气概十分吻合。
“)&,&年，我才 )&岁，机缘巧合通过朋友

介绍认识了胡先生。我对书法很有兴趣，但那

个年代要进入正规的艺术院校学习是很困难
的，我斗胆拿了幅自己的作品向先生求教。”
张大卫回忆，在朋友的介绍下，他们一起来到
胡问遂位于南京路的陋室。“没想到，先生看
了我的字后直截了当地说，‘你这个字不灵
的，没写好。’”

但从此以后，胡问遂却认真指导张大卫
书法，还鼓励他，不但要练习书法，还要学画，
最好还要学些古诗词。“后来熟悉了，先生才
告诉我，第一次就批评我是因为感觉我是学
书法的好苗子，要严格要求，才能成大器。”

和周浦的一段缘分
)&#"年，胡问遂做了胆囊和胃切除手术

后，想找个地方休养一段时间，写信询问张大
卫周浦是否有房屋可以租借，手术后许多饮
食都有禁忌，而且当时是计划经济，上海市区

买许多东西都很困难，周浦这里是否能买到
新鲜鱼虾。在张大卫的牵线搭桥下，在周浦为
他找到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房间，虽然不大，但
是临河而居，颇有“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意境。
胡问遂非常满意，术后就搬了过来。虽然刚做
完手术，胡问遂身体刚刚好一点，却又开始勤
练书法，一天要写近 )$$张。因为经济拮据，
他就买最便宜的纸张，-毛 )刀，有的纸写破
了，就用浆糊把破的地方粘好。

也正是在周浦的这段时间里，张大卫对
老师悉心照料，和胡问遂的师生情谊更加深
厚。在后来的近 ($年里，两人一直保留着书
信往来，直到胡问遂身体状况不佳后，才用了
其他的通讯方式。

在“平安斋”里，张大卫小心翼翼地拿出
珍藏多年的书信，它们依然装在原来的信封
里，有的还是胡问遂自制的信封。“可惜一部

分书信在文革中遗失了，我生怕再流失，特地
拿了一本线装的本子，一封封摹写下来。”张
大卫说，“看到这些信，仿佛先生还在我身边，
手把手教我写字，这也成了我生命里永远不
会消失的声音。”
记者了解到，作为傅雷先生的成长之地，

浦东新区周浦镇是一座具有 )*$$多年历史
的文化古镇，家族迁衍，哲嗣绵延，传统文化
更是千年周浦文脉传承的价值精髓。为此，今
年 )月，第一届“傅雷杯”上海最美家书征集
展评系列活动在周浦镇启动。

征集评选结束后，还将举行“上海最美
家书捐赠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仪式”。与
此同时，这些珍贵记忆将收录入《($)&“上海
最美家书”收藏册》，收入中国民间家书系列
丛书。

本报记者 宋宁华

枯枝露嫩芽 湖水映彩林

丽美 乡村

! ! ! !绘甲、美手、插花培训、营养
土教学……“三八”妇女节刚刚过
去，泗泾镇社区推出用绿色账户
积分兑换“美丽”的新福利，招募
一批“美丽达人”化身垃圾分类志
愿者，为积极参与垃圾分类的女
性提供服务。活动当天，泗泾镇文
化活动中心南广场人头攒动，许
多摊位前都排起长龙，十分热闹。

积分换美甲
美丽翻花头

家住泗泾祥和公寓的韩女士
一大早就赶到活动中心，她刚刚用
*$$积分兑换了一次美甲服务。志
愿者细致地为她的指甲涂上漂亮
的酒红色。“在属于女性的节日能
用垃圾分类积分兑换一次美甲，我
觉得非常有意义。”韩女士说。

用绿色账户积分兑换礼品，
是全市垃圾分类减量办公室激励
居民自觉进行垃圾分类的一项措
施。目前餐巾纸、肥皂、洗洁精、垃
圾袋等生活用品居多，怎样“翻翻
花头”，让奖品“潮”起来？
为此，社区服务中心负责人

开启头脑风暴，招募志愿者组织
开展美甲、插花等积分兑换活动，

让居民得到更多“美丽”福利，引领垃圾分
类新时尚。

安装生化机
省钱又卫生

在泗泾镇社区服务中心有一本“花名
册”，上面清晰地记录着哪个小区有多少户
居民，每天产生干垃圾多少、应收湿垃圾多
少等信息，环卫人员每天上门 )至 (次核
对数量。
“下午刚刚收齐 )"-千克，上午的 *(&

千克已经全部倒入生化机了。”在泗泾润江
小区，镇环卫工作人员正在与垃圾房工作
人员核对湿垃圾量。环卫人员将湿垃圾过
磅确认重量后，在每日报表上签了字。

一旁，*台亮着工作指示灯的大型机
器正在运作，这是湿垃圾处理“神器”：生化
机。自从安装了生化机，湿垃圾不用出小
区，加入特制的含菌材料发酵后，可直接排
入污水管道，既卫生又方便，湿垃圾房内几
乎没有异味。

镇社区服务中心算了一笔经济账：以
*$$$户的小区为例，就地处置湿垃圾一个
月，比外运处置节省 )万元，购置机器的设
备约在三年后回本。目前，整个泗泾辖区共
有 )-个小区配套安装了这一设备，今年，
全镇计划在改造 .)座小区生活垃圾箱房
的基础上，新增 )+台生化机。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张小小

! ! ! !初春的午后，松江新浜镇文体活动中心二
楼排练室里，十几位舞者手提花篮，脚踩乐点，
翩翩起舞。她们正在排练花篮马灯舞，而在一
旁指点的，正是新浜镇大名鼎鼎的“草根”明星
郁跃峰。
郁跃峰是土生土长的新浜人，而新浜镇素

有“山歌马灯乡”之称。(++&年和 (+))年，花
篮马灯舞与新浜山歌先后被评为上海市非物
质文化遗产，郁跃峰身兼这两个非遗项目的传
承人，在生活中可谓歌舞相伴，不亦乐乎。

新浜山歌属于耕稻歌，多是农民口口相
传的曲子，有唱丰收的，有唱好人好事的，也有
唱爱情故事的，主题不拘一格。郁跃峰回忆，小

时候乘凉时，常能听到清澈的嗓音穿过田野，
令他心旷神怡。“传唱的人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如果再不保存恐怕要失传。”怀着保留家乡民
间文化的心，郁跃峰拜访了身边所有能找到的
老艺人，记录下一首首一度失传的山歌，十几
年来，汇成厚厚一本《新浜民歌文学集成》，共
收录了 )+*首歌谣。
在收集散落民间歌谣的过程中，郁跃峰又

偶然发现了几乎失传的花篮马灯舞。“载歌载
舞是农家常见的迎新方式。解放前几乎每个村
都有自己的花篮马灯舞队。”郁跃峰说。
为了寻找灵感，郁跃峰经常深入田头，回

去后结合资料编绘剧本，熬夜创作。表演要用
到花篮、马灯等道具，郁跃峰先向老艺人请教，
再自己摸索着做：一场演出 )#个花篮，每个花
篮要做一周，一匹马也要做三天……他的坚持
与努力终究没有白费，花篮马灯舞的影响力也
不断扩大，从初期的 /马 /花篮，扩充到 0马
0花篮，队伍也从一支扩展到两支混合会串。
近年来，郁跃峰不断寻求新浜山歌和花篮

马灯舞的创新形式，请来多位艺术家编排，以
适应年轻观众的审美。他还开创了舞台表演形
式，将传统马灯舞推向更高更广的平台。“现在
花篮马灯舞队的行程都排得满满当当，外省市
也时常邀请我们去演出。”郁跃峰自豪地说，
“非遗进校园”后，学校里也开始有了花篮马灯
舞队。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张小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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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