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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从流动摊位到屋檐下的“生活与诗”

（上接第 1 版）主要是为街坊邻里提
供便利，这里环境温馨，经常有老顾
客过来坐着喝茶聊天。

据悉，工坊所在的社区商业中
心，前身是运营了数十载的勤海菜市
场。一轮微更新后，千余平方米的空
间重新分割。设计概念确定为“屋檐
下的生活与诗”，希望借此还原屋檐
下孩子嬉戏打闹的市井生活。生鲜
商贸的面积压缩至原先的三分之一，
更多诗意生活空间一一嵌入。健身
房、舞蹈教室、阅读空间，多元业态让

更多人驻足、停留。“应居
民们的需求，近期我们还

将引入一个书法空间，给放学的孩子
提供晚托班服务。”奚华明说。

据了解，在勤海、小世界、国和
1000、三号湾等社区商业中心，每月
的最后一个周四或周五，都会设置专
场，为居民免费提供修鞋、修伞、理发
等便民服务。

曾几何时，这些街头老手艺已渐
渐淡出了时代的舞台，但它承载的那
份文化，凝固的那份情结，成为时光
偷不走的记忆，在经历过的人心中烙
下深深的印迹。

■记者 王歆瑜 文/摄

本报讯 江湾体育场足球场的东
北方向，有个面积约 7600 平方米的
园林近日完成了改造升级。

流水潺潺，九曲回廊，让花园整

体颇具古风。原先，花园西北角处有
一座垃圾山，现在被移除了，工程方
在该区域种植绿化，角亭掩映在绿意
中，人工瀑布直泻而下，带起的水雾
飘逸在叠翠中，为花园增添了韵味。

安全是此次公园改造的重点。

环湖的围栏，工程方使用了锁链式连
接，更加美观协调。小夜灯密布环湖
步道，让晚间锻炼者安全出行，有破
损的凳子也重新修理好了。园内，还
遍植了四季花卉，让这个花园成为周
边上班族的一个放松之所。

■记者 王歆瑜 通讯员 胡铭 文/摄

本报讯 近日，国家一级编剧、上
海淮剧团副团长管燕草携手上海淮
剧团演员陆晓龙、高挺一同做客杨浦
区图书馆“戏剧+”品牌活动，为读者
解析人文新淮剧的创立、探索与实
践，普及淮剧基础知识。

近年来上海淮剧团守正创新，为
适应都市观众需求，推出了一系列

“人文新淮剧”作品，以淮剧演绎这
座城市的风貌和底色。主讲人管燕
草表示，在读到郁达夫的《春风沉醉
的晚上》与《薄奠》两篇小说时深受
触动，经过多年的酝酿打磨后，将两
部作品糅合成《半纸春光》搬上了淮
剧舞台。原著中的两个故事对应

《半纸春光》中主线与副线，互为牵

连，勾画出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弄
堂人民的纯真善良，表现了马列思
潮进入中国，革命意识开始萌发的
大背景。

活动下半场，高挺、陆晓龙两位
演员表演了京淮合演《新乌盆记》片
段，京剧与淮剧一来一往穿插顺畅。
两位演员热情地邀请台下观众上台
互动，体验身法动作。

此次活动打破了读者对淮剧
的固有印象，展现了淮剧中柔情
的一面，创新的一面，亮出了淮剧
的海派风格与红色基因。作为非
物质文化遗产，“戏剧+”品牌让读
者走进淮剧、熟悉淮剧，共同展望
这一非遗剧种在未来能以又一种
惊喜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戏剧生
活中。

杨浦区图书馆“戏剧+”活动解析人文新淮剧

展现淮剧里的海派风貌

江湾体育场“藏”了一座后花园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最近，有市民反应，双阳
路近周家嘴路附近，存在店铺占道经
营的违法乱象。接到投诉后，属地大
桥街道城管中队迅速赶到现场进行
处置，并落实长效管理机制。

崇明蔬菜店是双阳路上占道经
营的店铺之一，为了扩大经营面积，
店主擅自将存放蔬菜的泡沫箱，摆
放在了人行道上。对于该占道经营
的违法行为，大桥街道城管中队责
令店主当场整改，并开具行政处罚
决定书，对店主的占道经营违法行为
罚款50元。

一家销售电瓶车的店铺，占道经
营行为就更严重一点，直接将待售的
电瓶车停放在了公共停车区。对于
这样的违法行为，执法人员同样对店

主罚款50元以示警告。
店主表示，原本觉得停电瓶车

和停自行车，性质差不多，没有考虑
到社会人员停车需求，今后将把待
售电瓶车停在店铺内，不影响居民
正常出行。

经过梳理，双阳路两侧共有 6
家店铺存在跨门营业、占道堆物等
违法行为，大桥街道城管中队全部开
具责令整改通知书和行政罚款决定
书，共罚款300元。大桥街道城管中
队队长姜卫忠表示，下一步将通过
网格管理员巡查发现，加大对该区
域的整治和处理力度，逐步完善发
现机制和长效机制。市民如果发现
有跨门营业、占道堆物等违法行为，
可以拨打 12345 进行举报，相关部
门会立即处置，确保市容环境干净
整洁。

■记者 王歆瑜

“节后老年人的血压情况还要多
关注，特别本来就有‘三高’的居民，
一定要提醒大家日常健康饮食，注意
多动多练。”

2月18日，是殷行街道民星一村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的每月例会日。
居委文教干部朱平和小组成员聊起
了本月小组活动情况。

21个组员，是街坊邻居
的“安全卫士”

民星一村现有60岁以上老年人
2502人，其中独居的有100多位。民
星一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自2007年
成立以来，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
动，带动社区居民一起健康生活。

小组每月开展一次健康教育活
动，定期开展健康知识讲座、老年人
运动与健康、急救知识普及、腰颈椎
病理及预防康复等，以提高社区老人

对老年慢性病的认识和预防意识，不
断提高居民的健康素养。

健康自我管理小组现有21位组
员，朱彩娣退休前是一名医生，她的
任务是为社区里有需要的居民提供
健康咨询，测量血压。如今朱阿姨80
岁了，她把这个接力棒传了下去，“我
年纪大了，体力精力有限，但我们的
团队不断有新鲜血液进来，现在给大
家测量血压的是相爱玲。我们一方
面和居民就是街坊邻居，一方面感觉
自己有责任，做大家的安全卫士。”

15年来，健康自我管理小组得到
居民的依赖与感激。21位组员制定
工作目标后，还通过微信、电话等方
式时时询问关心提醒，大力宣传健康
生活方式，健身操活动、健步走、乒乓
球等自主健康促进活动蓬勃开展。

街道助力,医体服务“你
点我送”

街道宣文办针对居民的不同要

求，采取“你点我送”的模式，把优质
的体育技能课程、健身健康类讲座配
送给社区居民。

在社区健康促进中心、社区文化
中心、社区睦邻点等场地，免费开设
的健身气功、太极拳、广播操、广场
舞、排舞等课程，引导着居民走进智
慧健康驿站；并为居民免费提供血
压、血糖、尿酸等健康监测项目，为健
康自我管理提供依据。

2021年，街道宣文办为民星一村
社区睦邻点配送了健身气功八段锦
和易筋经，通过一呼一吸，一动一静
的锻炼，起到祛病强身的作用。

参与练习的王阿姨说道，“感觉
自己的肩膀练过之后有点微热，很
有用。”街道宣文办还为民星一村中
老年居民配送了健康讲座《体育运
动中（颈、胸、腰）疾病的预防与保
健》，邀请上海体育学院陆大江教授
为居民进行科学健身指导，深受居
民欢迎。

■记者 陈涛

本报讯 位于杨浦区世界路的某
文具店，元宵节后刚一开门营业，就
发现店内留存的1500元现金不翼而
飞。文具店立即报警求助。

接到报警后，属地长海路派出所
民警立即展开调查，通过调取文具店
内外的公共视频，民警很快就发现了
可疑人员。

2月2日凌晨2点多，一身穿风衣
的女子，鬼鬼祟祟地打开文具店的玻
璃门，翻了一遍文具店的收银柜台，
最终拿走了收银柜台里留存的1500
元现金。长海路派出所民警张浩天

告诉记者，这家文具店的公共视频质
量很好，风衣女子的体貌特征全被记
录了下来。

根据店内以及店外视频，民警当
天晚上 11 点多，就在控江路上一便
利店内，将正在吃泡面的吴某抓获。
据吴某交代，凌晨路过这家文具店
时，她发现玻璃门未上锁，歹心遂起。

同样是在春节期间，位于杨浦滨
江的某家饭店，也遭遇了贼手，厨房
冰柜里冰冻的鸡鸭等食材，全都不翼
而飞。

属地平凉路派出所民警调阅公
共视频后，在安浦路附近一建筑工地
内，将陈某抓捕归案。据陈某交代，

他是在杨浦滨江散步时，偶然发现这
家饭店的厨房，晚上竟然没有锁门，
而且无人值守，于是趁着夜色，偷偷
潜入厨房，偷走了冰柜里的冰冻鸡鸭
和一些简易食材。

平凉路派出所综合指挥室副主
任祁琛告诉记者，经过调查发现，陈
某是无业游民，一共去偷了四次，偷
来的这些鸡鸭鱼肉，他已在春节期间
吃掉。

目前，吴某、陈某二人，因涉嫌盗
窃罪，已被杨浦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民警提醒，
单位和店铺无人值守时，应当及时落
锁，贵重物品必须妥善保管。

殷行街道民星一村健康自我管理小组成立15年

传递接力棒引领社区新风尚

店门未上锁，2家店铺失窃

双阳路两侧6家占道经营店铺被开具责令整改通知书

网格管理员将加强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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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文汇报 杨树浦路2866号所在
的上海国际时尚中心，是25公里西岸
滨江步道贯通后北起第一站。一排排
锯齿形清水红砖厂房，是国棉十七厂
的旧址，也是新中国纺织工人代表、

“七一勋章”获得者黄宝妹曾奋斗的地
方。如今，这里成为了国家 4A 级景
区，厂房变身亚洲规模最大的秀场，还
汇聚一众时尚消费品牌的奥特莱斯

“精品仓”。
沿着主大道走到江岸，一方名为

“叠水灵动”的水景成为游人驻足的景
观。拾级而上，滨江景色一览无余：北
侧的沪东造船厂与南侧的杨浦大桥带
来的“硬核观感”，有别于身处外滩眺
望陆家嘴“三件套”感受到的摩登前卫
气息，记录着上海作为近代工业发祥
地的百年峥嵘。

像这样工业遗存的华丽转身，不
仅实现了传统纺织业的转型升级；也
使得杨浦滨江段“工业锈带”变身“生
活秀带”；而以更前沿的视野来看，连
线成面，正铺就着一张“工业旅游”的
蓝图。

据统计，上海目前拥有 290 余处
工业遗存、149 家市级文创园区、65
家行业博物馆、300余家科普基地，涉
及 30 多个制造业大类。为更好地盘
活这些丰沛的工业旅游资源，本月中
旬，市文化旅游局联合市经信委等十
部门印发《上海工业旅游发展实施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以工业
旅游为抓手，进一步打响“上海旅游”
品牌，令上海成为中国工业旅游示范
城市。与《意见》一并发布的，还有十
条工业旅游主题线路，其中不仅涵盖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这样的“遗存蝶
变”，更有展示“大国重器”的江南造
船厂、上海振华重工，以及凸显城市

“绿色环保”理念的上海老港生态环
保基地……未来的上海，工业旅游将
串联起更多城市历史文化、工业制
造、消费娱乐的多元体验，开启“下一
站”的“硬核”精彩。

从现代工业第一城迈向
工业旅游第一城

来上海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

必打卡景点是什么？或许是中共一
大会址纪念馆；或许是在外滩领略
万国建筑群与陆家嘴金融城的隔江
对望；又或许是在城隍庙吃一笼蟹
粉小笼，再去“新晋网红打卡地”武
康大楼拍张照，最后再去国金中心
或是南京东路“血拼”一趟满载而
归。在这其中，很少人会想到以“工
业旅游”为主题，看上海作为近代工
业发源地百年来的风起云涌。然而
自媒体“马督工”借由浦江两岸滨江
步道贯通之际，骑着自行车来了一
场“工业游”，从哥特城堡式的杨树
浦自来水厂，到曾是中国最先进电
厂之一南市发电厂、如今被改建为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

跟随镜头，观众了解到的不只是
工业技术知识与历史掌故，更感受到
独特的工业建筑美学遗韵与人文价
值，正如视频的标题——用一天时间
体验完上海150年历史。

“上海是中国工业文明发展的最
成熟之地，拥有大量工业文明的物质
遗产与非物质遗产。而现今上海正处

于从工业文明迈向信息文明的重要阶
段之中，更拥有一批新兴工业、科学技
术领域的领军企业。这些工业文明的
成果不仅值得保护，更需要引领大众
深入感知。”上海社科院文化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花建研究员认为，上海有条
件、也有责任在现阶段大力发展工业
旅游。确实，上海工业首先是门类齐
全，在 40 个工业大类占到 39 个。而
梳理百年历史，上海是近代工业发源
地、品牌发源地、现代工业集聚地，不
仅有大量工业遗存得到保护修缮、改
造更新，同时也是集聚人工智能、集
成电路、生物医药等高新技术产业的
领头羊。

而从旅游产业发展来看，花建认
为，工业旅游恰恰是今后十年上海城
市旅游亟待开发的重点之一。“从旅游
角度来看，昔日观光已经不能满足游
客需求，人文价值日益成为超越美食、
自然风光、体育休闲购物等旅游诉求
中更关键的要素。工业旅游对于工业
文明、工业文化与工业美学的呈现，也
是旅游中人文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上海工业旅游促进中心主任刘
青看来，在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背景
下，工业旅游更是推动工业文化走向
大众、打响“上海制造”品牌的绝佳载
体。尤其是对旅游从业者来说，大力
发展工业旅游，也为疫情后行业带来
新的发展机遇。上海提出“城市微旅
游”、开展“建筑可阅读”后，周末本地
游、深度游已成为不少人的“生活方
式”。当“一江一河”徒步游、骑行游、
轮船游成为新风尚，沿岸大量工业遗
存必将成为新一批旅游新地标。

何以从小众商旅扩大为
大众选择？

尽管小众，但是工业旅游并非新
生事物。其实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
末，上海就有了工业旅游相关产品。
上海春秋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周卫红
回忆说，那时常带领游客参观宝钢、
可口可乐公司等地，但更多是针对入
境游的海外商旅人士和游客。几十
年来，虽然工业旅游目的地企业几经
更迭，但市场潜力挖掘还远远不够。

“整个市场尤其是大众对于工业旅游
的认知还不充分，甚至不准确，以为
就是去看车间、流水线，其实不完全
是这样的。我们认真研读《意见》后
首先感到，上海制定的这十条线路不
是凭空而来的，而是经过深入调研、
有实在意义的。”

其实在意义之一，就是大大拓展
了工业旅游的内涵，将带有工业元素、
展现工业文明成果的多元展示一并收

入。除了“大国重器·中国制造”主题
中涉及的江南造船厂、振华重工、上海
电气临港重装备制造基地之外，也将
近年上海大量工业遗存活化更新的地
标纳入其中，比如上海艺仓美术馆、锦
和越界世博园。此外，在“品位国潮·
乐享经典”主题中，则涉及光明、清美、
石库门等上海食品老字号，让游客了
解品牌历史同时，有机会亲身体验制
作并消费这些优质的“上海制造”。
而这种带有“体验式消费”的工业旅
游，正是当下旅游产品中颇受欢迎的

“本地游”站点。携程集团度假事业
部大区经理李明告诉记者，在携程平
台上，含有“元祖梦世界”的旅游产
品，“双减”背景下颇受亲子家庭的欢
迎。这个由元祖食品主导的儿童创
意学习体验基地，其体验内容从做蛋
糕到冰雪项目，既立足食品工业，又
以孩子为核心用户，突破了传统工业
旅游的想象力。

近两年，面对上海不断丰富、更
新活化的工业旅游资源，各大旅行社
已经推出不少相关产品。2021 年春
秋旅游已开发十条工业旅游路线，其
中涉及生态老港、“北斗人家”等一批
基地、企业。而上海中心，除了本身
作为“中国第一高楼”颇受旅游者欢
迎之外，其大厦本身就是工业文明成
果的“集大成者”。依托于此新近成
立的上海中心旅行社，为了让游客尤
其是青少年对城市现代化工业有更
好的感知，推出了“职业体验营”与

“城市管理者”两大品牌。这两者都
是依托上海中心及其上级单位上海
城投集团，开展面向孩子的研学旅游
项目。旅行社副总监陈华俊介绍：

“上海中心本身的硬件设施就是上海
制造最好的成果展示，如世界最快的
电梯——三菱电梯、我国自主研发的
电涡流摆设式调谐质量阻尼器。借
由这些实体，我们携手‘985’高校教
师与先进制造企业的专家代表，通过
讲座与沉浸式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让
城市未来主人了解城市运作背后的
秘密并感受城市生活的温度。”种种
尝试都展现出工业旅游在今天的无
限可能。

在行业自发深入开发工业旅游的
基础上，眼下市文化和旅游局联合十
部门印发《意见》，并列明18项任务清
单和23家重点项目，令从业者为之振
奋。他们表示，接下来，更期待形成行
业合力，更好地将优质的工业旅游资
源，推送到大众面前，促进工业遗产保
护利用更加有效、工业文明传承创新
更加显著、“上海制造”金字招牌更加
闪亮。 ■黄启哲

上海印发工业旅游发展实施意见，深化建设成为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城市

工业旅游将开启怎样的“硬核”精彩？

又闻《梨花颂》，又见翠盘舞
上京新版《大唐贵妃》揭开东艺演出季序章

据解放日报 一曲《梨花颂》、一支
翠盘舞……20年来，京剧《大唐贵妃》
闯进几代人的世界，不断吸引老票友、
新观众同场“追星”。

3 月 11 日、12 日，由上海京剧院
国家一级演员史依弘、李军领衔，安
平、奚中路、杨东虎、郭毅、王盾等携
手献演的上海京剧院新版京剧《大唐
贵妃》即将揭开上海东方艺术中心
2021/22 春夏演出季序幕，再现国粹
艺术与时俱进的审美号召力。拥有
13 台 17 场精品剧目庞大体量的“第
十三届东方名家名剧月”随之启幕，
持续 13 年的戏曲之约将为上海舞台
带来满园春色。

《大唐贵妃》脱胎于梅兰芳上世
纪 20 年代名作《太真外传》，同时参
考白居易《长恨歌》、白朴《梧桐雨》、
洪昇《长生殿》等名篇。当时，梅葆
玖与剧作家翁思再、导演郭小男及

一众京剧名家，在《太真外传》基础
上打造大型交响京剧《大唐贵妃》，
作为 2001 年第三届中国上海国际艺
术节的开幕演出首演，惊艳四座，轰
动一时。

为保证不失原作精华，上海京剧
院再次汇集全国顶尖主创，包括编剧
翁思再、作曲配器杨乃林、唱腔设计金
国贤、服装造型设计蓝玲、指挥王永吉
等参与创作，并邀请朱伟刚担任执行
导演，滕俊杰担任视频指导，黄豆豆担
任舞蹈编导。

“梨花开，春带雨，梨花落，春
入 泥 ……”杨 乃 林 创 作 的 主 题 曲

《梨花颂》中西合璧，20 年间各路翻
唱 版 本 数 不 胜 数 ，既 保 留 戏 曲 韵
味，又有一定通俗性。“无论在哪里
演出，观众始终沉浸在戏里，尤其
是主题歌《梨花颂》唱响了大江南
北。我走过世界上很多地方，可以

说，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梨花颂》的
声音。”李军说。

新版《大唐贵妃》中，梅兰芳《太真
外传》中的翠盘舞在重新设计后再现
舞台，黄豆豆为“翠盘舞”设计了群舞
部分。

“2019年开始增加了‘翠盘舞’情
节。当年梅兰芳先生有一张照片，是
在一个很小的翠盘上舞蹈。后来，根
据那张照片，我们和20多位舞蹈演员
配合，一起想办法做了一个翠盘。”李
军回忆。

2001 年《大唐贵妃》首演版中，
杨玉环也有霓裳羽衣舞的展示片
段，但当时是在平地上起舞。新版
则力求“神还原”——饰演杨贵妃的
史依弘要在 1.2 米高、外层旋转、美
轮美奂的大翠盘上展现曼妙舞姿。
为此下了很大功夫的史依弘曾笑
称，自己是“上海京剧院著名舞蹈演

员”。除了杨贵妃要与身边群舞演
员联动，饰演唐玄宗的李军也要配
合鼓点，形成玄宗打鼓、贵妃跳舞的

“名场面”。
“历时 20 年了，我们不断打磨加

工，原来的舞台全是木质的，现在通过
大量声光电及高科技手段的运用，更
好呈现大唐盛世的辉煌，有了新时代
的风采。”李军说。

在舞美方面，新版京剧《大唐贵
妃》取消了原版舞台上的实体建筑，多
媒体影像技术承载起戏曲表演空间，
转场、演员调度与之充分融合。如在

“华清池”一场，经过 LED 投影，温泉
流淌的华清池若隐若现在郁郁葱葱的
绿植中，静谧空灵的环境增强了美
感。翠盘舞所用的“翠盘”则配有金镶
玉花纹纹样和花瓣纹样，并使用电动
装置。当演员翩翩起舞，纹样随之慢
慢旋转，表演空间和装置空间灵动而

多变。
2001 年，梅葆玖和张学津、李

胜素和于魁智、史依弘和李军，三
代演员，三对名角分饰杨贵妃与唐
玄宗，盛况空前。当年作为“小字
辈”参演前三场的史依弘、李军都
表示，多年后对人生和戏曲都有了
更多体会，对演绎《大唐贵妃》也有
了新感受。对观众而言，再看《大
唐 贵 妃》是 从 看 角 儿 到 看 戏 的 转
变，对演员来说则是从秀角儿到秀
人物塑造的升华。

新版《大唐贵妃》对李、杨二人
的爱情主线和安史之乱、梨园肇始
两条复线进行了重新梳理。剧情在
突出杨贵妃和唐玄宗爱情主线的同
时，加强了对安史之乱等历史事件
的着墨，并扩充武戏内容。“情节更
连贯、脉络更分明、更有冲击力。”李
军总结道。 ■施晨露

上海国际时尚中心（资料图） ■王修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