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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红霞 通讯员 牛

立超） 松江“戏剧之乡”日前迎来年度

收官之作，原创话剧《梦想清单》在新浜

镇文体中心上演。该剧与此前已经搬

上舞台的《公鸡下蛋》《寻找耳朵的小棕

熊》共同构成了“戏剧之乡三部曲”。

话剧《梦想清单》讲述了一则关于

挫折与梦想的故事。三名女主人公因

身患同种疾病肺动脉高压而结识成为

朋友，在面对病魔时，她们选择为了梦

想勇敢生活，不断尝试着人生的突破，

体现了当代女性百折不挠的顽强意

志。该剧在突出故事主题的同时，关注

高价药纳入医保等社会热点话题，在关

照现实中增强了剧情的张力和主题的

深度，曾获得农行杯松江首届原创剧本

大赛二等奖。“生活不会一帆风顺，当遇

到困难和挫折时，梦想就成为了阴霾里

的一道亮光，支撑我们走出低谷。”编剧

陆琲琲表示，希望以此让更多人关注到

肺动脉高压患者这个群体。

该话剧由区委宣传部指导，区文化

和旅游局、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支持，

新浜镇人民政府与人文松江创作研究

院联合出品。值得一提的是，该剧由新

浜镇本土孵化，陆琲琲是“戏剧之乡”建

设中挖掘并培育出的戏剧新人，演出班

底也都是来自松江的青年艺术骨干。

上海戏剧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松

江区文联主席、人文松江创作研究院院

长陆军表示，《梦想清单》的上演，其价

值和意义不仅仅在于发现了新人、推出

了新品，更重要的是“戏剧之乡”的人才

培养形成了代际传承的良好机制，只有

后继有人，“戏剧之乡”才能焕发长久的

生命力。

村村有戏台、家家有戏迷。据悉，

新浜镇戏剧文化积淀深厚，今年8月，市

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命名新浜镇为“上海

市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戏剧）”，戏剧这

一古老的艺术在松江迎来了新的机遇

和发展。著名戏剧家陆军也是从新浜

走出，他创作的近四十部大型戏剧与数

十部小戏不少都带有新浜印记。

发展文化事业，人才队伍是关键，

在建设“戏剧之乡”的过程中，松江组织

开展了“戏剧之乡”新浜镇首届“百·千·

万字剧”编剧工作坊，快速培养和壮大

“戏剧之乡”的戏剧人才团队，成立松江

区儿童青少年戏剧家协会，培养松江青

少年艺术创作人才，积极引入高层次人

才培训工程“中国戏剧家协会小剧场戏

剧创演人才培训班”，全力打造上海戏

剧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松江孵化基地，

通过人才培养不断开创松江戏剧文化

发展的新局面。

“戏剧之乡”迎来年度收官之作

原创话剧《梦想清单》精彩上演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人人能慈

善，细微见真情。上周末，由上海市慈

善基金会松江区代表处牵头举办的

“万人捐·帮万家”慈善募捐活动，在全

区 17 个街镇、306 个居民区举行。居

民们或在现场慷慨解囊，或通过扫码

线上捐款，纷纷献出自己的爱心。截

至发稿前，该活动已募集善款 55.7万

元，其中线上捐赠11.3万元，线下捐赠

44.4万元。

作为“蓝天下的至爱”慈善系列

活动，今年，“万人捐·帮万家”从街头

劝募转为居民区设点。当天，来自各

街镇的 1000 余名志愿者，头戴印有

“蓝天下的至爱”的天蓝色遮阳帽，手

持天蓝色的慈善募捐袋，向往来的居

民宣传、劝募。志愿者多为小区居民

熟悉的社区工作者，相较于街头劝募

形式，居民们主动捐款意愿更高。在

荣乐居民区，经居民区党组织的号

召，有不少党员和居民组队前来募

捐，将善款交给志愿者。也有正巧路

过的居民驻足留步，捐赠 10 元、20
元，传递着自己的爱心。完成捐款

后，志愿者向居民发放象征慈善精神

的爱心贴。而在茸梅居民区，这里不

定期开展“记忆教室”活动，旨在通过

专业引导干预认知障碍症病发。当

天，两场活动正巧同时开展，参加“记

忆教室”的居民看到“万人捐·帮万

家”活动，当场献出自己的爱心。

发动更多的居民成为“捐赠人、

志愿者、倡导者”，本届“蓝天下的至

爱”慈善活动以“帮助他人，阳光自

己”为主题。除了现场捐款之外，有

不少居民选择了线上扫码捐款。“用

心为善，慈爱筑邦，心怀慈善，爱洒

人间。”“尽管我的金额少，爱心处处

有 ，暖 心 时 常 在 ，愿 爱 充 满 世

界。”……后台工作人员在登记信息

时发现，居民在捐款时也留下一句

句温暖的话语。

据了解，本次“万人捐·帮万家”所

得善款都将用于区内困难家庭的生活

救助。

12月25日，荣乐小区居民在排队捐款，为寒冷的冬天带来融融暖意。 记者 张哲伦 摄

本报讯（记者 张捷 通讯员 葛菲

懿） 一个个妆容精致的体验者身着古

典旗袍款款而来，举手投足间尽显海派

韵味。一场“海派新风”旗袍体验活动

近日在方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举

行，吸引了20余名市民参与。

“一袭青衣，染就一树芳华，两袖

月光，诉说绝世风雅。”在体验环节，

专业化妆师团队根据活动参与者自身

的五官、肤色、身形等特点，为其挑选

合适的旗袍颜色、款式，并打造与之

相配的优雅妆容。一袭优雅的旗袍把

中华女性的柔美与端庄展现得淋漓尽

致。“没想到自己穿上旗袍、打扮成

‘老上海’风格是这个样子，我要把这

张照片当微信头像。”居民怀女士激

动地说。

活动开始前，资深旗袍设计师包老

师还带领大家重温了旗袍的发展历史、

海派旗袍的变迁与改良以及旗袍衣饰

搭配等知识，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纷

纷感慨旗袍设计的精巧和独特的文化

传承意义。方松旗袍队队长梁红告诉

记者：“这次活动机会难得，特邀的专业

服装设计师、化妆师、发型师、摄影师等

帮助大家更深入地理解了旗袍文化，希

望方松旗袍队今后能有更精彩的走秀

表演。”图为市民在参加体验活动。 通讯员供图

两袖月光诉风雅 一袭青衣染芳华

方松街道举办“海派新风”旗袍体验活动

本报讯（记者 梁锋）“当时要不是陈先生及

时援手，后果不堪设想。”距离自己突发脑梗虽已

过去十多天，但对烟酒店店主陈秋康救助一事，中

山街道南良苑小区保安王师傅仍念念不忘。

12 月 6 日晚 9 时，陈秋康正在自家店里做生

意，突然听到隔壁南良苑门口有人在呼叫。他闻

讯而去，发现值班保安王师傅正靠在保安室门口，

手里拿着电子道闸的遥控钥匙，整个人正缓缓倒

向地面，似乎失去了意识。

陈秋康见状，立刻冲上前去，与现场的一名市

民一起将王师傅扶起来。彼时，王师傅意识不清，

牙齿死死咬住了舌头，陈秋康急忙找来一块薄木

板塞进王师傅嘴中，将牙齿和舌头分离。随后，陈

秋康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6分钟后，救护车赶来，陈秋康随车一起前往

医院。到了医院后，他又忙前忙后帮忙缴费看护，

得知保安王师傅脱离生命危险后才放心离开。值

班医生说，王师傅突发脑梗，如再晚半个小时抢

救，后果将不堪设想。

“我的小店就开在小区门口，也是南良苑的居

民，平时经常与保安们打交道，帮忙是应该的！”对

于王师傅的感谢，陈秋康如是说。

小区保安突发脑梗
小店店主及时援手

本报讯（记者 李爽） 12 月 27 日凌晨 2 时 44
分，在新桥镇书敏路茜蒲路口，一辆小轿车转弯速

度过快，导致发生侧翻事故，驾驶员被困车中。接

路人报警后，新桥消防队火速赶到现场展开救援。

“我们到达现场时，小轿车侧翻在一旁，驾驶员

被困车内，难以脱身。此时，天气十分寒冷，救援刻不

容缓。”新桥消防队指导员陈茂兴告诉记者，查看现场

情况后，他立刻安排人员施救，并做好现场警戒。

在做好安全防护后，特勤班长周文贞和消防

员孙路政来到侧翻小轿车前，徒手拉开车前挡风

玻璃，用最快的速度将驾驶员救了出来，并将其小

心抬放至一旁急救人员准备好的担架上，全程用

时不到一分钟。

被救出的驾驶员随后被120急救车送往医院

救治。后经了解，原来，该驾驶员不熟悉路况，开

到路口时才发现前方无法直行，便紧急左转，结果

因车速过快失控侧翻。

本报讯（记者 梁锋） 家住中山街道南良苑

的居民龚盛建近日出门散步锻炼时，多了一项特

别任务——打理楼下的“一米花园”。居民们因

此戏称龚盛建为“护花使者”。在南良苑，像龚盛

建一样的“护花使者”还有好几个。

南良苑是典型的老旧小区，践踏草地、毁绿

种菜等不文明现象时有发生。为此，南门居民区

在收集了居民的意见后，多次邀请物业、业委会、

居民代表召开联席会议，发挥“三驾马车”的作用

集思广益。最终，决定由业委会筹集资金添置木

栅栏等设施，在环境问题较为突出、居民反应较

为强烈的四幢居民楼下打造四处“一米花园”。

“一米花园”建好了之后如何打理？南门居

民区通过微信群招募志愿者，邀请居民负责日常

巡查管理“一米花园”，不定期浇水、除草、施肥

等。公告一发出，就有不少居民自告奋勇报名，

龚盛建就是其中之一。

“‘一米花园’项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消除了

部分居民楼前的‘脏乱差’现象，让小区环境得到

了美化。”南门居民区党总支书记何伟表示，下一

步，将把“一米花园”逐步推广到其他居民楼下，并

举办以家庭为单位的植物认养活动，认养的家庭

可对绿化进行个性化设计，或开展记录植物生长

过程、探讨养护方法、分享花卉长势等亲子活动。

“万人捐·帮万家”募集善款55.7万元
将用于救助本区困难家庭

夜半翻车被困
消防紧急救援

本 报 讯（ 记 者

李谆谆） 12 月 27 日

凌晨，松江迎来此轮

寒 潮 中 的 极 端 最 低

气温。寒潮侵袭下，

市民的“菜篮子”是

否安稳？当天，记者

随 区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中 心 工 作 人 员 前 往

泖 港 镇 兴 旺 村 的 家

庭农场探访。

上午 9 时，虽然

太阳已经“露面”，但

气温仍然很低。区农

业技术推广中心蔬菜

相关负责人唐纪华介

绍，此次寒潮虽然来

势汹涌，但因为时间

较短，目前没有对露

地菜的长势产生明显

影响。

此外，为了保障松

江区包括设施菜地在

内的蔬菜能够抵御寒

潮，前期，农业部门已

经下发通知，开展抗灾

指导。“主要是指导农

户通过加盖农膜加强

大棚保温，同时引导农

户积极抢收露天稻茬

青菜。”唐纪华介绍，尤

其是对近期移栽的番

茄苗，更是提醒农户做

好防冻措施。另外，受低温影响，大棚封

闭时间较长后容易导致内部闷湿，要注意

适时通风，以减少病虫害。

“菜篮子”是基本的民生。唐纪华

告诉记者，因为前期温度适宜，蔬菜长

势良好，供应量充足，导致近期面临价

格走低的情况，再加上天气寒冷，稻茬

青菜采收人力和积极性都有所不足。

不过，由于另有 5000 余亩设施菜地，

松江目前蔬菜供应量基本保持稳定。

“供应量跟往常差不多，保持在一天七

八十吨。”

为了提升农户种植和及时采收秋

冬倒茬菜的积极性，唐纪华介绍，区农

业部门正协调农保单位，探索开发稻茬

蔬菜收入保险险种。同时，将筹划出台

秋冬菜种植考核补贴政策，根据蔬菜质

量、商品性、产量等指标进行考核，给予

种植户相应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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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经开区城市运行管理中心近日再添

巡查“利器”，通过无人机开展违法建筑高空巡

查。这也标志着经开区“天上看、地上查、网上

管”全方位无死角的防违控违网正在逐步织密。

为了弥补人防手段的不足，及时发现、处置

违建，经开区城运中心积极探索技术防控手段，

将无人机巡查和车辆巡查有效结合，实现了全方

位、立体化、无盲点的执法巡查，更加省时、省力。

据统计，截至目前，经开区已通过无人机发

现库外违建点位 238 处，已拆除 47 处，涉及面积

10508.52平方米。下一步，经开区城运中心将进

一步完善无人机巡查机制，将其与“二级巡查”

“挂牌施工”等人防手段相结合，实现辖区违法建

筑防控全覆盖。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经开区分中心供稿）

天上看 地上查 网上管
经开区织密防违控违网

卫生死角变“花园”
居民争相来“护花”

图为演出现场。 记者 王红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