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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瓷艺术生肖作品栩栩如生。 □本报记者 郑峰 摄

■本报记者 章磊

位于曹路镇中心城区的众三村，是个

典型的“城中村”，村内乱停车现象严重，构

成了不小的安全隐患。为此，众三村党总

支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通过村民

自治实施停车管理办法，探索消除停车乱、

停车难的顽疾。

近日，施工人员来到众三村，在入村通

道画交通流线，以及根据此前的规划，在提

前预留的位置划线设置固定停车位。“长度

按照标准车位，6米，宽度比标准稍微多一

点，2.4米，方便车里的人在另一边下车。”

施工人员王养认告诉记者。

随着村民生活水平提高，众三村村域

车辆日益增加，虽前期已建设一个停车场，

但仍无法满足村民的全部停车需求。此

外，还有大量外来租住人员的停车需求，再

加上村域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市政道路、商

业广场均为收费停车，导致周边车辆涌入

村内停车，村民群众反映强烈。

针对这些情况，众三村党总支积极研

究商议，通过党建引领的“四议两公开”村

民自治程序，发挥村民自治作用，多次召开

党员和村民代表会议，广泛听取村民群众

的意见建议，并经支部提议、“两委”商议、

党员审议，通过村域户代表投票，表决通过

形成《众三村停车管理暂行办法》，明确分

级分类的收费和管理细则。

根据暂行办法，众三村针对临时停车

采取首小时免费、每小时 3元且 30元封顶

的收费标准；村民如果停在自家院子内，免

予收费，停在公共区域固定车位，按照每年

300元的标准；村里租户则是每月200元。

“租客的停车位，首先要等村民的停车

需求得到满足后，如果还有多余车位，才会

适当开放。”众三村党总支书记毛艳梅说，

“我们做这个项目的初心，首先是能够解决

村民的停车需求。”

村民诸耀忠家中有两辆车，虽然一辆

车长期停放在自家院子里，但另一辆车也

经常遭遇没地方停的尴尬。“现在有了公

约，我们就按照公约办，一辆继续停院子

里，一辆停放在外面的车位上。”在他看来，

停车有序后，最大的好处是能够解决消防

安全隐患，“不用再担心消防车进不来了。”

而为了方便后续长效管理，众三村设

置了不同颜色的停车证，同时在村子的三

个出入口设置闸机，并安装了公共视频设

备，连接到联勤联动站的大屏上。此外，村

里还安排了村民志愿者平时进行巡逻。

“其实，我们还是希望通过村民相互之

间的监督，通过自治的力量，让大家逐渐养

成文明停车的习惯，共同维护好村里的交

通秩序，营造更好的人居环境。”毛艳梅说。

■本报记者 沈馨艺

“这款来自云南的虫草花 100克只

要 35元，直播间数量有限，手快有手慢

无……”1月15日，周浦镇团委副书记徐

炯变身主播，搭档本地网红“南汇小季

哥”，以直播带货的方式推介云南地区优

质农副产品。

这是周浦镇举办的“周浦青年直播

带货”活动，助力云南地区优质农副产品

的推广与销售。在周浦万达广场临时搭

建的舞台上，首次担任主播的徐炯与搭

档配合默契，让整个直播间气氛活跃，观

看人数不断上升。

周浦镇团委书记胡水清告诉记者，

镇团委与企业合作，为广大市民带来了

来自大理、丽江、怒江、楚雄等地的23种

特色产品，以接近市场价对折的价格销

售，通过这样的爱心行动助力云南特色

农副产品销售。

整个直播活动从策划到落地，只用

了不到半个月时间，这其中，离不开周浦

镇团干部们以及全体青年的参与和付

出。“马上就要过年了，我们想在年前将

这些产品带给市民，因此时间紧迫。”胡

水清说，“从前期调研到挑选产品，再到

与经销商对接、布置场地，每个环节都由

团委青年们一起完成。同时，我们也发

动全镇青年力量参与推广，众人共同促

成了这场直播活动。”

正逢市民着手置办年货的时间，这

次直播带货特意挑选了苹果、老母鸡、菌

菇礼盒、坚果等产品，满足市民需求，也

成功吸引消费者纷纷下单。

除了线上销售，当天活动还在周浦

万达广场设摊，吸引现场市民选购产

品。最终，历时 2 小时的直播收获了

5226人次观看量，线上线下销售额共计

46218元。接下来，周浦镇团委将继续

与镇内援疆援滇干部合作，以直播带货

的形式，积极推广对口帮扶地区农副产

品。“我们还计划用青年力量助力销售本

地优质农产品，比如界浜村水蜜桃、棋杆

村葡萄等。”她说。

本报讯（记者 须双双）最近一段时

间，世纪公园镜天湖上迎来了世界上最会

游泳的鸡——骨顶鸡。成群的它们在镜天

湖里嬉水觅食，憨态可掬，成为冬日里一道

灵动的风景。

冬日暖阳倾洒而下，“小客人”们穿梭

在粼粼波光中，悠闲自在。有别于普通野

鸭，骨顶鸡黑羽白额，小嘴尖尖，远看也十

分显眼。据了解，骨顶鸡虽然名叫“鸡”，但

它是秧鸡科、骨顶属鸟类，喜欢栖息于有水

生植物的大面积静水或近海的水域，别看

它们没有脚蹼，爪子却很大，很善游泳和潜

水，一天的大部时间都游弋在水中，能潜水

捕食小鱼和水草。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驻足观赏。

世纪公园的镜天湖占地14公顷，与公

园外围的张家浜一脉相连。近年来，随着

生态环境的提升，良好的栖息环境，吸引了

不少鸟类，成为世纪公园里的“常客”。园方

也积极开展了多项举措，致力于为鸟儿筑造

一方温暖的栖息地。

2021年入冬开始，公园把镜天湖游船的

游玩面积缩小至原先的一半，以便鸟类有更

多的栖息、停歇地，将更大面积的湖面、更优

质的生态环境让给鸟类。此外，记者看到，

公园里设置了观鸟平台，科普展板等，方便

游客观赏。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第十三届东

方名家名剧月 3月 11日至 4月 30日将举

行，涵盖苏浙沪皖蜀的 8 大院团带来 13
台 17 场精品剧目，将在上海东方艺术中

心轮番上阵，为沪上观众打造一场家门

口的戏剧盛宴。

走过第十三个年头的东方名家名剧

月，始终以“推动民族戏曲在当代壮行”为

宗旨，聚焦新剧目、展示新成果、培养新观

众，是国内第一个以民族戏曲为核心的成

规模定期举办的民族艺术展演盛事。

民族戏曲好戏连台

3月 11日至 12日，第十三届东方名家

名剧月将以上海京剧院新版京剧《大唐贵

妃》拉开序幕，将由梅派表演艺术家、国家

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上海“白玉

兰”戏剧表演艺术奖得主史依弘领衔上海

京剧院担纲，李军、安平、奚中路、杨东虎等

名家携手献演。

除了此次开幕大戏，沪上观众有机

会在此次东方名家名剧月欣赏到另外两

台上京大戏。4 月 15 日至 16 日，经典传

统大戏《龙凤呈祥》与经典折子戏《失空

斩》也将粉墨登场，傅希如、高红梅、高明

博等多位上海京剧院表演艺术家悉数登

台。

戏曲艺术在新时代绽放瑰宝之光，

话剧导演为戏曲舞台带来了“现代性”的

气息。3 月 18 日至 19 日，江苏省演艺集

团昆剧院将带来昆曲《1699 桃花扇》，由

国家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

单雯与国家一级演员、上海“白玉兰”奖

得主施夏明领衔主演。在著名话剧导演

田沁鑫执导下，本剧以古典戏曲进行现

代话剧结构的尝试、舞台布景古典与现

代元素的融合、场面调度“文武兼备”等

方面的创新，为传统戏曲的发展进行了

有效的革新。

4月 12日，话剧版《人间正道是沧桑》

导演胡宗琪，将携手江苏常州市滑稽剧团

共同带来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

体现戏曲美学当代传承的，还有当代昆曲

《春江花月夜》，将于 4月 1日-2日再度献

演东艺。第十三届名家名剧月还将聚焦

巴蜀地区，迎来“新朋友”——四川省曲艺

研究院为演出单位的大型曲艺音乐剧《成

都家书》，该剧将于 4月 26日至 27日登台

东艺。

长三角戏曲艺术再度集结

扎根浦江东，放眼长三角，第十三届

东方名家名剧月还将迎来苏浙沪皖的长

三角戏曲艺术荟萃。绍兴小百花越剧团

将担纲本届名家名剧月的闭幕演出，于 4
月 29日至 30日接连带来越剧《三看御妹》

与《狸猫换太子》，由国家一级演员、中国

戏剧“梅花奖”得主吴素英搭档国家一级

演员、二度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第

十五届“文华表演奖”获得者吴凤花等众

多名家共同诠释。

安徽省黄梅戏剧院也将呈现黄梅戏

《女驸马》与《红楼梦》两部作品。在《女驸

马》中，主演阵容汇集三位“梅花奖”获得

者、两位文华奖获得者、六位国家一级演

员。《红楼梦》曾获第二届中国艺术节“文华

大奖”，五位国家一级演员、两位新世纪黄

梅戏“五朵金花”同台献演。

著名评弹表演艺术家、上海评弹团团

长、国家一级演员高博文将分别在 3月 20
日与 3月 27日，带来中篇评弹《林徽因》与

《人生若只如初见一曲吴音一段情——评

弹名家演唱会》。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10余个窑口、

30多个陶瓷种类、456件（套）陶瓷艺术精

品，展现时间跨度长达千余年的中国生

肖文化传承史。在农历虎年即将到来之

际，正在试运营阶段的浦东群艺馆新馆，

馆内 1100 多平方米的展厅首次启用，由

浦东新区文联、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

中心、平顶山学院、平顶山市文化广电和

旅游局联合主办的“虎虎生风——第七

届中国历代陶瓷生肖主题系列展”面向

市民开幕。

走进展厅，便进入了由陶瓷打造的“百

虎争霸”的世界。其中既有勇往直前的猛

虎，也有静观万物的王者之虎；既有俏皮可

爱的萌萌虎，亦有前卫拟人的思想虎……

不同时代背景下，不同创作者采用不同艺

术手法去描摹、勾勒、雕刻、塑造出的陶瓷

艺术生肖作品，令人目不暇接。

“生肖是中国人传承不衰的传统文化

概念，每个中国人都知道自己的生肖属相，

而陶瓷则是最能反映生肖文化的载体之

一。”此次展览策展人、平顶山学院陶瓷学

院院长梅国建介绍，本次展览囊括了来自

钧窑、汝窑、段店窑、石湾窑、定窑、磁州窑、

耀州窑、景德镇窑、宜兴窑、潮州窑、三彩

窑、德化窑等10余个窑口的30多个陶瓷品

种，集结了陶瓷大师的精品力作、民间收藏

的佳品、青年艺术家的前卫之作及出自平

顶山学院师生之手的文创产品。

从 2016年初推出“金猴迎春：中国历

代陶瓷雕塑生肖主题系列展”开始，由梅国

建策划、浦东与平顶山两地联合推出的六

届陶瓷生肖主题系列展，累计吸引了35万

人次参观，有力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海派文

化的交流融合。“我希望用生肖文化展示中

国年俗文化，反映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梅国建表示。此次展览将持续至2月

6日。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2022 年春

运将从 1月 17日拉开帷幕，上海地铁将

通过强化疫情防控、延时运营、多头班

车、定点加开等举措，加强车站现场客运

力量、启动枢纽协作联动机制、提供人性

化服务，保障网络运营安全，确保“春运”

期间路网运营通畅有序。

本次春运自1月17日（腊月十五）开

始至 2月 25日（正月二十五）结束，共计

40天。疫情防控仍是春运工作的重中

之重，上海地铁将积极实施防御策略，持

续严格执行“两个必须”，即：进站测体

温，全程戴口罩。

为满足“春节”乘客夜间出行需求，

缓解中心城区夜高峰休闲客流及离沪客

流密集的压力，1月 28日（周五）、1月 29
日（周六）、1月30日（周日）连续三天，上

海地铁 1、2、7、9、10、13号线执行常态周

末延时运营方案。

为运送春运后半段集中到达的返

程大客流，2月 5日（初五）起，地铁 1、2、
3、4号线将实施“多头班车”方案，即 1、
3、4 号线上海火车站站，2 号线虹桥火

车站站，以及 1、3号线上海南站站将在

首班车前后，视情紧跟着再投放列车，

及时疏运铁路站守候地铁首班车的返

程大客流，避免与日常通勤流叠加。

为提升春节返程期间重要交通枢纽

夜间疏散能力，计划 2月 6日（周日），地

铁1、2、10号线将加开定点加班车，末班

车发车时间延长至23:30，定点加开列车

途经换乘站均不可换乘。

其中，1号线上海南站站往富锦路

站方向定点加班车沿途仅停靠徐家汇

站、人民广场站、上海火车站站、上海马

戏城站、通河新村站、富锦路站，其余车

站跳停。停靠车站中，上海南站站、上海

火车站站可上下客,其余车站只下不上，

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1号线上海火车站站往莘庄站方向

定点加班车沿途仅停靠人民广场站、徐

家汇站、上海南站站、莘庄站，其余车站

跳停。停靠车站中，上海火车站站、上海

南站站可上下客，其余各停靠站都只能

下客，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2号线定点加班车始发站虹桥火车

站站，终点站龙阳路站，中途停靠虹桥 2
号航站楼站、淞虹路站、中山公园站、静

安寺站、人民广场站及世纪大道站。其

中除始发站虹桥火车站站及虹桥2号航

站楼站可上下客，其余各停靠站都只能

下客，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10号线虹桥火车站站往五角场站方

向定点加班车，沿途仅停靠虹虹桥火车站

站、虹桥2号航站楼站、虹桥1号航站楼站、

虹桥路站、陕西南路站、南京东路站、海伦

路站、四平路站、五角场站，其余车站跳

停。停靠车站中，虹桥火车站站、虹桥2号
航站楼站、虹桥1号航站楼站可上下客,其
余车站只下不上，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城中村”村民自治破解停车乱象
曹路众三村用自治力量营造更好人居环境

“虎虎生风”亮相浦东群艺馆新馆

第十三届东方名家名剧月将举行

为观众打造家门口戏剧盛宴

世纪公园镜天湖上迎来“过冬客人”

周浦青年助力帮扶地区产品销售
两小时直播带货4.6万元

2022年春运今拉开帷幕

上海地铁严格执行“两个必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