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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赛车、板车、消防

车……一辆辆袖珍汽车模型琳琅满目，新奇

有趣。近日，“未觉・快闪神奇小车展”在位

于仓城风貌区的未觉书屋展出。

据介绍，此次展览由未觉书屋创始人之

一、汽车模型收藏家阿盼达策划，展出了包括

阿盼达在内的 10位汽车模型爱好者珍藏的

400 余辆模型，展览为“快闪展”，仅开放一

天。展出的汽车模型大都为1：64比例，尺寸

“迷你”，但十分精致，雨刮器、档把等汽车零

部件都做工精巧。除了功能车外，还有许多

家用轿车模型。

除了各类小车，现场还有各式场景模型，

如街道、维修站、便利店、樱花树等，丰富了视

觉感受。其中较为有趣的一个场景是，一辆

“海湾石油”涂装的福特赛车旁边围绕着几名

技师，他们正在换胎、加油，检查车辆情况。

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展出了一辆 1：8
比例的法拉利汽车模型。“这个模型年代久

远，十分罕见。是在海外拍得的，得之不易。”

阿盼达介绍。此外，展览还展出了历时 4年

才全部收集齐的 72 台风火轮法拉利套装。

珍稀的汽车模型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观看。

“展览只开放一天，因为这些小车都是珍

藏品，我们想尽量降低损坏风险。但又希望

有缘的朋友能来看看，一起交流爱好。”阿盼

达说。

本报讯（记者 王梅） 位于上海佘

山国家森林公园天马山园内的护珠

塔千年来由于地基变动，塔身逐渐朝

东南方向倾斜，因其斜度超过著名的

意大利比萨斜塔，素有“上海比萨斜

塔”之称。千年斜塔为何斜而不倒？

如何保护好这座斜塔，更好地传递它

的历史和人文价值？近日，一场别开

生面的松江学生研学课在护珠塔下

展开。

没有教材，没有课桌椅，课堂就设

在大自然里，空气中还氤氲着桂花的香

气，这让天马山学校参加研学的学生们

兴奋不已。当天的授课教师来自松江

一中，大家拿到研学任务单后，迅速分

好了小组，围绕护珠塔所处地理环境、

塔身外观、塔身结构和建筑材料等要点

展开实地勘察。

在探讨如何测量塔身高度时，松

江一中数学教师周钢一开始并没有

过多干预，而是给学生们留足了自由

探讨的时间和空间。经过一次又一

次尝试，学生们在周钢的指导下，尝

试使用卷尺、角度测量仪等工具，通

过数砖块估算、立体几何思维等方法

破解了塔身高度测量的难题。“如果

直接教给学生方法，就缺少了探索思

考的过程，无法达到项目化学习的目

的。”周钢说，自主解决问题的过程不

仅锻炼了学生的思维，还培养了他们

的团队合作意识。

当堂探究结束后，老师们还为学生

们准备了护珠塔始建年代考、斜塔倾斜

原因推测、斜塔保护现状调查等拓展任

务，引导学生进一步探索。天马山学校

八（2）班学生盛子涵说：“玩中学、学中

玩，比起在教室里学习多了很多乐趣，

也多了自主思考的动力。”

“带领学生基于真实的问题，展开

真实的探索研究，最终得出真实的研

究结果，这个过程对于教师和学生而

言，都是十分有意义的。”松江一中物

理教师单慧璐介绍，作为一门跨学科

研学课程，千年斜塔的探究涉及领域

广泛，可探究性强。事实上，早在一年

前，松江一中就牵手上海佘山国家森

林公园天马山园，围绕“千年斜塔因何

斜而不倒”这一课题展开了前期探索

实践。最近，天马山园被纳入松江首

批研学旅行基地。今后，该研学项目

将有望在全区推广。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文 高雨

摄） 眼下，在松江不少路段，集翠绿、

金黄、橘红于一身的栾树花开正好，将

城市装点得宛若油画一般，引得市民

纷纷驻足欣赏、拍摄。

漫步松汇东路，高大的栾树枝繁

叶茂，层层叠叠的绿叶间，点缀着金色

的花朵，也带来了秋日的气息。如果

是晴好天气，在晴空衬托下，更显栾树

花的艳丽丰茂，远远望去，宛如一只只

蝴蝶停驻树间。每当微风拂过，栾树

花便洋洋洒洒随风飘落，营造出这个

季节的独有意境。

除了赏花，栾树最特别的其实是

它的果实。栾树的果实为蒴果，幼果

时为三角锥形，成熟后为椭圆形或近

球形，果瓣上密布网纹，内含黑色种

子。眼下，不少栾树已经结出果实，犹

如一个个红扑扑的小灯笼。

据介绍，栾树作为优质的观赏乔

木，在松江的绿地公园和道路绿化中

多有栽种。除了松汇东路，在彭丰路

（思贤路-南环路）、江学路等路段都能

寻觅到栾树的身影。

本报讯（记者 符静） 夜幕降临，璀

璨的灯光在“浦江之首”景区亮起，国庆

开始亮灯的黄浦江零公里处别有一番

风情。

作为与“上海之根”“沪上之巅”齐

名的松江三大名片之一，“浦江之首”位

于石湖荡镇东夏村域内，由斜塘、圆泄

泾、横潦泾三江汇流而成。这里是上海

母亲河黄浦江的零公里处，也是江南文

化、水文化、农耕文化、长三角文化的融

合之地。

“浦江之首”景区宁静雅致、绿意

盎然。景区内的仿唐建筑“春申堂”，

挑梁斗拱散发着古典风韵。它是为纪

念“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所

建。相传黄歇曾在此疏通河道，开辟

黄浦江。

夜色中，春申堂前的“疏流利运塔”

亮起柔和的光，守望着黄浦江上的来往

船只。白天的申源湖，古桥碧水，一派

江南园林风情。到了夜晚，它在灯光环

绕下更显妩媚多姿，搭配以雾森系统，

如梦如幻。

“我们采用了色温为 3000K 的园林

灯光，把建筑的质感照出来。”“浦江之

首”景观照明工程实施方介绍，设计方

案经过多轮讨论，灯具造型也是通过多

次试验后确定。看过夜景后的东夏村

村民陈军赞叹道：“没想到‘浦江之首’

的夜景这么漂亮。”

本报讯（记者 周加姚） 位于松江

文化新地标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内

的刘兆麟艺术空间近日正式对外开放，

并首期推出“墨池鸾凤书云间——刘兆

麟·袁斐萍书画展”。刘兆麟最新创作

的书画佳作与其夫人袁斐萍耗费两个多

月书写的小楷精品《松江赋》惊艳亮相。

作为松江书法家协会首位主席，刘

兆麟是松江书法界的代表人物之一。

此次为了跳出寻常书法展的千篇一律，

使展览在视觉上更有趣生动，此次展览

中的书法作品采用了更为丰富的呈现

方式。作者在扇面、宫灯、对联等物品

上留下墨迹，形式多样、色彩缤纷。“印

象中的书法都是白纸黑字，第一次发现

原来可以有这么多种形式。”现场观展

的市民说。

刘兆麟和袁斐萍都是土生土长的

松江人，他们视松江为地理故乡、艺术

故乡、精神故乡，以“艺”为成就事业之

本，致力为松江的书画事业不断贡献更

多精品力作。现场诸多作品中，袁斐萍

的小楷作品《松江赋》备受关注。蓝底

金字的蝇头小楷字迹娟秀，主题又与松

江高度契合。“由于金粉会在墨汁中沉

淀，因此每次蘸墨都要注意，才能均匀

而不晕染。”袁斐萍介绍，这幅作品她耗

时两个月方才完成。

据悉，此次展览将展至12月27日。

本报讯（记者 刘

驰） 赏沪郊美景，品乡

村美食。伴随丰收金秋

的欢快步伐，石湖荡镇

第五届农耕文化节“浦

江首选，农耕市集”活动

近日在浦江之首举办。

市集摊位上摆满

了“松江大米”、“金泖”

大闸蟹、“新源红”火龙

果、“歧创”黑山羊等本

地名优农产品，吸引不

少游客驻足选购。“浦

江之首风景美，听说国

庆节还有农产品展销，

过来凑凑热闹。”家住

东夏村的陆进贤兴致

勃勃地走到摊位前，探

头瞧“新鲜”。

农耕市集搭建起

农产品从田头到餐桌

的直销桥梁。临近中

午，前来摆摊的火龙果

种植户谭安福看到火

龙果“库存”不多，开始

考虑补货事宜。谭安福

边给客人称重边说：“这

个活动挺好，不仅帮我

把火龙果推介出去，也

降低了销售流通成本。”

对于火龙果的品质，他信心十足：“自家

种植的火龙果成熟度高，皮薄多汁，不仅

口感好，连颜色都更‘红火’。”

从10月1日起，本次农耕集市活动持

续举办5天。集市活动是石湖荡镇第五届

农耕文化节系列活动之一。相关负责人

曹兰介绍，今年的农耕文化节系列活动自

8月份启动，会一直持续至11月份，活动

采用线上宣传和线下活动相结合的形式，

首次将江南文化、农耕文化与旅游目的地

有机融合。除了本次市集，后续还将开展

“党建引领·荡里丰收”等主题活动。

□记者 张立

近期，虽然气温有所下降，但依旧

有市民会在午后前往华亭湖水域野

泳。而在河岸边，竖起的多块“禁止游

泳”提示牌俨然成了摆设。野泳应是明

令禁止的，但为何屡禁不止，记者深入

调查了解。

野泳垂钓不断 安全隐患多多
近日，记者在华亭湖边看到，平静

的水域中央有两名游泳爱好者正在野

泳，两人你追我赶，宛如正在进行游泳

比赛。待上岸后，看到有人拍照围观，

其中一人猛地扎入水中，表演了一次

潜水。

在攀谈中，记者了解到，这两名游泳

爱好者几乎每到这个季节都会到华亭湖

野泳。“这里的水域有逆流，比游泳池更

有挑战性。”其中一人告诉记者，因为从

小深谙水性，在他们看来，这样的水域并

不会对他们构成危胁。当被问及是否看

到岸边有“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的提示

牌时，他们摇摇头说：“牌子一直竖在那

里，没有人管的。”

事实上，华亭湖岸边每隔百米左右

便能看到相关提示牌，记者看到一处提

示牌上写着“请勿在此进行嬉玩、垂钓、

游泳等危险动作，后果自负”的红色大

字，而在提示牌一侧，仍有不少市民在垂

钓。热衷垂钓的李先生告诉记者，只要

有空就会到此钓鱼，“小心一点没事的，

大家都喜欢在这里垂钓”。

法律有待完善 管理还需加强
记者查询公开资料发现，从 2016

年开始，便有媒体曝光华亭湖野泳的不

文明现象，并频繁作出安全提示。近几

年，华亭湖野泳溺亡和失足落水的事故

一直存在，但即便如此，野泳行为一直

不断。

记者了解到，从法律层面看，目前

针对野泳行为的法律约束仅限于水源

保护区，对于像华亭湖这样的非水源保

护区，目前并无明确法律规定；从管理

角度看，因野泳属于市民自发行为，且

没有明确处罚依据，目前相关部门只能

采取加强呼吁、树立警示牌等方式告诫

市民。

一方面是游泳爱好者有热情，另一

方面是野泳有潜在风险，到底该如何协

调？对此，有市民呼吁，首先，游泳爱好

者要提高自我保护意识，从思想上认识

到野泳的危险，这需要相关部门的大力

宣传；其次，希望多部门采取多元管理方

式，比如定期安排人员巡视，做好提示；

发动市民以志愿者身份参与管理，让“自

治”代替管理。

除了人力防范之外，也有市民建议，

可以在滑坡、近水道路边设置围栏、警戒

线等设施，并准备好相应的救援设备，以

备不时之需；在湖周围安装公共视频，安

排安保人员做好安全巡视，进一步降低

安全隐患。

溺亡和落水事故时有发生，提示牌成了摆设——

华亭湖野泳垂钓为何屡禁不止

栾树花开正好 点亮松江秋色

本报讯（通讯员 张嘉煜 记者 陈菲

茜） 六旬老人爬山途中突然晕倒，民警与急

救人员及时赶到，一起将老人抬下山送至医

院。这是 10 月 2 日上午发生在佘山国家森

林公园内的一幕。据悉，因送医及时，老人

身体已无大碍。

当天11时许，松江公安分局度假区派出

所收到市民吴女士报警求助，称其60多岁的

母亲在佘山森林公园内爬山时突然晕倒，失

去意识。民警孙彬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协助

120急救人员将急救设备搬运上山。到达现

场后，急救人员开展现场处置，但老人吸氧后

仍没有好转。随后，民警与急救人员一起将

老人抬下山，送医救治。

经了解，吴女士的母亲患有高血压，身

体欠佳，当天，爬山至半山腰时，由于天气

炎热，老人突然感觉不适，随后便晕倒失去

意识。

警方提示，老年人游玩时还需注意自身

健康状况，爬山、长距离步行、骑车等体力消

耗较大的运动应谨慎参与，量力而行。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按照上海市文旅

局下发的《上海市A级旅游景区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要求，在旅游景区范围内，

游客均需佩戴口罩。国庆假期，记者走访松

江部分景区（点）发现，绝大部分市民游客都

能遵守规定，做到文明旅游，但也有极少部分

游客无视疫情防控要求，没有或未规范佩戴

口罩，影响他人参观游览。

10 月 1 日上午 8 时半，记者在佘山国家

森林公园西佘山园北大门看到，随处可见提

醒游客需佩戴口罩的公告，可仍有个别游客

没有配戴口罩，给其他游客造成了不好的

旅游体验。“不要紧，能出什么事？”在景区工

作人员和志愿者提醒后，一名中年男性游客

仍抱着侥幸心理，经多次催促后方从口袋里

掏出口罩戴上。

同日下午，在上海欢乐谷，记者也看到极

少部分游客或将口罩取下、或将口罩兜在下

巴上，还有游客在拍照时摘去口罩。经工作

人员提醒后，游客方将口罩戴好。

为做好疫情防控工作，松江各大景区都

安排了工作人员和志愿者劝导游客规范佩戴

口罩、排队保持间距等，引导文明旅游。区文

旅局市场管理科工作人员提醒，游客应积极

配合景区管理工作，共同营造安全有序的游

园环境。

千年斜塔为何斜而不倒

松江学生开启研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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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余辆汽车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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