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进一步丰富辖区内
青少年的寒假生活，共同
营造全社会关心未成年人
健康成长的良好氛围，天
平街道 !"#$ 年寒假工作
以“做一个有道德的人，让
雷锋精神伴我成长”为主
题，积极组织辖区未成年
人开展形式多样的各类活
动，让天平社区青少年度
过了一个平安、快乐、多彩
的假期。

据统计，寒假期间，
街道层面的活动共计 #%

项，居委层面共计 #!&

项，参与人数近 !'"" 人
次。街道举办的特困学生
“网上行 冬令营”、第三
届“天平·南模初杯”天文
科普小报展、“探索昆虫
世界，普及昆虫知识”昆
虫标本展、“成长的快乐”
喷画展示、篮球、桥牌培
训班等活动，让学生们增
长见闻，学会感恩。

居委会开展的各项活
动也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
好评。德昌居委邀请了绒
线编织艺术家王逢老师为
学生们讲解编织艺术和技
巧；嘉善居委会请来了天平文化能
人葛霏霏老师，举办了“年年有鱼”
手工布艺制作活动；建新居委邀请
了共建单位英孚英语学校，义务为
来自建新小区的中小学生上了一堂
别开生面的“梦想”课；吴兴居委举
办的少儿琴艺交流会，让孩子们感
受到了艺术的魅力。

社区丰富的假期生活，陶冶学
生情操的同时，还提供了学生服务
社区、关爱他人、了解社会的实践机
会。如：带领学生慰问社区独居老
人、老年教师、伤残军人及困难家
庭；组织学生开展“环保护绿，清洁
家园”活动；举办了社区小记者的招
募和培训活动，鼓励小记者们用“新
闻眼”看社会、用小手写社区事，积
极宣传社区的正能量，培养了学生
们热爱社区、服务社区的意识，提高
了他们的独立性和责任心。

整个寒假，天平社区的孩子们
从学校融入社区，从家庭走进社会，
他们活跃的身影已成为社区一道亮
丽风景线。 杨捷

社
区
版

本版责编：金 霏
本版视觉：王 莹 文化新闻8 !"#$年 !月 !%日

星期三

传承，他们拥有的同一个梦
天平社区三位!文化能人"畅谈 !"#$年文化梦想

吴贻弓：文化氛围已渗透天平各个角落
走 近 名 家

葛霏霏#把手工艺传承下去

在嘉善居委活动室，笔者见到
被一群孩子簇拥着的葛霏霏，她正
教大家制作中国结。平日里，葛老师
忙着传授布艺制作技艺，寒假又到
居委教社区学生，还带着小学员走
街串巷，给老人们拜年。

在 ($岁的孤老陆阿婆家，葛菲
菲和同学们用自己做的中国结、红
灯笼……把房间装点得格外温暖和
热闹。小朋友拿着一条彩鱼送给阿
婆：“这是葛老师教我做的，祝您长
命百岁！”这些都是葛老师带着孩子
们赶制的，寓意着“年年有余”的好
兆头，也代表着社区对老人的祝
愿———健康长寿、生活幸福。

葛霏霏说：“作为天平社区文
化能人，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有更多
人加入传统手工艺制作队伍，把手
艺传承下去，同时也要把我们敬老
爱幼的风俗一代代传承下去！”

邬志星#把绿色撒向人间

“乔木、灌木和草皮组成的生
物群落层次丰富；柿子、石榴、无花
果错落有致……”在春节前举办的
达尔文生物科技教师探究培训班

上，邬志星为大家描绘了一幅色彩
缤纷、四季鲜明的生态图景。“在这
样的校园里，孩子们才能贴近自
然，与生物对话。为此，邬志星找到
街道，提出免费为教师培训园艺知
识，使其掌握基本的园艺知识和技
能，在孩子们心中播种绿色的种
子。今年，邬老师将带领全市九所
小学和幼儿园的 )( 名生物科技活
动骨干教师开展校园儿童植物园
设计等实践课程。

提及新年愿望，他充满期待，
“一是培训园林栽培能手；二是指
导建成阳台或晒台种花示范点、三

是动员花迷撰写一本“我为绿色添
光彩”的书，让种花者自述种花经
验，为天平社区的科普园艺工作增
添亮色……就是要让美丽中国的
梦想照进现实！”

俞惠娣#让滑稽艺术更普及

三十年的群文工作经历让俞
惠娣对天平社区文化活动中心有
一种割舍不掉的情缘，“很高兴退
休后还能继续为社区群文服务，一
谈及工作，这个“文化中心老主任”
显得异常兴奋。

回想 !")! 年，俞惠娣脸上写

满自豪，“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们
社区滑稽沙龙举办了全市绕口令
大赛，现在来这里说说唱唱的人越
来越多，不少还从宝山、浦东过
来！”俞惠娣告诉笔者，沙龙刚开过
理事会，大家有很多新年设想，比
如为“绕口令”申报市非遗项目做
好工作、到军营开展沪语培训……

作为滑稽沙龙负责人，俞惠娣
充满信心，“沙龙里有两位名家，还
有我这个“文化能人”，没有理由做
不好，而我的新年愿望就是扎扎实
实做好滑稽沙龙工作，使滑稽艺术
在天平社区更为普及！” 龚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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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上演唱沪剧选段 魏克 摄
!

葛霏霏耐心地教孩子们学做!中

国结" 宋巍 摄
!

邬志星在达尔文生物科技教师

探究培训班上授课 徐静华 摄

!

吴贻弓对天平社区老洋房挂历很感兴趣 金霏 摄

每逢春节前夕，天平街道不仅
会举办“名家坊”新春联谊会，还会
分批走访未出席联谊会的名家。前
不久，天平社区党工委书记王纪
远、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张健慈等就
登门拜访了天平“名家坊”成员，中
共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候补委
员，享誉国际影坛的名导演吴贻

弓，和他的
夫人、曾在
电影《李双
双》中饰演
孙桂英的著

名表演
艺术家
张文蓉
女士。

在天平生活 备感温馨
吴贻弓不仅是一位杰出的导

演，也堪称一位电影事业家，!" 年
前由他创办的上海国际电影节如
今已被列入世界九大国际电影节
之列，他还先后担任上海电影局局
长、上海电影总公司总经理、中国
电影家协会主席、上海市文联主席
等职务，声名远播。

如果说，上海的电影事业因吴
贻弓而蒸蒸日上，那么发生在吴贻
弓身上的变化则是在 )*(' 年搬入
天平社区之后。吴导对王纪远书记
说，自从落户天平后，不仅住房面
积扩大了，他与电影艺术界老朋友
的联系更方便直接了。“走出家门，
常常能遇到电影、文艺、新闻界的
老朋友，我当时就很有感触：周围
的文化氛围很浓郁，给我一种很温
馨的感觉。”吴导笑着说。

为天平服务 求之不得
谈笑间，王书记感慨地说：“我

们从学生时代起，就是听着你的名

字、看着你的电影长大的。”他送给
吴导一本印有天平社区老洋房的
挂历，和收录了由吴贻弓执导的
《城南旧事》主题曲《送别》等经典
名曲的唱片。这两件特殊礼物一下
子勾起了吴导的回忆，他说：“去年
是电影《城南旧事》上映 $+ 年，这
本天平老洋房挂历也让我想起很
多往事，相信天平居民会很喜欢。”

天平“名家坊”成立于 !""'

年，而早在 !""$ 年，街道就陆续开
展了“名人名家进社区”活动，吴导
在 !""& 年 , 月就为天平居民作过
一场名为《重温影画经典，感怀永
恒魅力》的电影讲座，他回忆说：

“那次讲座给我一种新鲜感，发现
天平居民比专业人士还要喜爱电
影艺术。”作为中国第四代导演的
领军人物，他认为比起“好的电影”
和“好的电影人”，“好的观众”也更
是可遇而不可求。吴导说：“天平居
民是很有文化、非常好的观众。”也
正是有这样一群有文化的观众在，
他向记者表示：“只要大家喜欢，能
为居民们服务，我求之不得！”

让天平文化 渗透社区
身为加盟天平“名家坊”的首

批名家，吴导说：“‘名家坊’把天平
社区中文艺界人士集合在一起，既
促进了同行间的交流，也使他们能
更好地为社区文化建设出一把
力。”吴导认为上海要建设文化大
都市，就该从社区做起，用他的话
来说，就是“从细胞开始”。

吴导提出，社区文化建设急不
得，可从四个层次推进，第一个是盖
房子，建设基础设施；第二个是搞活
动，举办演出；第三个是推出名人名
家，比如天平“名家坊”；第四个层
次，这是最重要也是最难的，就要营
造一种能渗透到空气中的文化氛
围。“也就是把文化渗透到居民日
常生活，变成习惯。这是一种感受、
交流和获取。街道送的挂历就是很
好的做法，老百姓能从中感受社区
厚重的文化积淀，下一步街道可以
再慢慢向高层次引导居民培养文
化修养。”吴导称赞道。

记者 金霏 实习生 徐文婷 文

本报讯 龙去蛇来一岁长，金蛇拜年
送吉祥。!月 )(日下午，天平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举办了“我们的节日———金蛇飞
舞闹元宵”活动，武警官兵、外来务工人
员、社区居民 !"" 余人观看了文艺演出，
并参与了猜灯谜和写春联等活动。

这些活动不仅使参与者们充分感受
到了天平社区这个大家庭的温暖，而且
也使他们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共同度过
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俞琦 文 陈敏杰 摄

猜谜欢歌迎元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