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松江区融媒体中心联合松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松江区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策划推出

《松江区“六个最美”》系列访谈节目，邀请松江区

“六个最美”先进典型做客直播间，全平台播发可视

化直播访谈，旨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推动松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建设工作和

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深入开展，大力弘扬志愿精

神，加强先进典型选树、塑造特色品牌、展示建设成

果，鼓励更多志愿服务力量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

本期节目邀请了最美阵地、最美项目以及最美社区

代表参与访谈。

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青”字服务品牌创出来

松江区烈士陵园志愿者服务基地始终以“红色

文化为引领 文明实践志愿+”的工作模式，助力新时

代文明实践工作做出新亮点。其中，成立24年的“星

星向茸”志愿服务队，已从最早的几十人壮大到了上

千人，年志愿服务时长近万小时，学生、医护人员、现

役军人、党员干部、社区矫正对象……越来越多人的

加入，让志愿服务队就像星星之火引燃了更多人的

志愿之心。此外，基地重点聚焦党史、“四史”等主题

教育热点，推出适合不同人群的参观路线和文明实

践主题活动，满足多样化需求。创新开展“画笔下的

红色传承”“为烈士寻亲”等项目，发掘史料、征集遗

物，凝练成教育片、纪录片、连环画、党课、书籍、展览

等，让松江红色文化资源“活”起来。

松江区青年中心聚焦“我为青年办实事”工作

目标，创新设立“青松”心理驿站、“青春加油站”

“微微一笑很青城”三大“青”字品牌，围绕就业、教

育、婚恋等问题为新兴领域青年、单身青年等群体

开展服务。

同时，该阵地作为“团代表工作站”“政协共青团

和青联界别委员之家”“宝岛少年成长基地”，积极引

导政协委员、团代表、青联委员、大学生走进青年中

心，联系服务好两岸青少年群体，不断加强共青团对

青年的组织力、引领力、服务力。

用画笔传承红色血脉
让阅读浸润亲子家庭

“画笔下的红色传承”松江烈士陵园画像复原志

愿服务项目依托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艺

术类学科特色，通过烈士家属、近亲对烈士生前相貌

的描述，以画笔和科技相结合的手段重现烈士相貌，

制作画像成品放置在烈士的墓碑上，并作为资料画

面使用。团队还运用VR动画技术与烈士隔空对话，

使烈士形象立体化、真实化，并运用于线上线下全景

导览。此外，借助上海市大学生美育文创实践基地

这一平台，以烈士生平为灵感支撑，打造了一系列红

色文创产品。值得一提的是，纪录片和微话剧形式

是团队探索实践的方向，通过记录团队走访家属、复

原画像、修改画像等真实影像资料，直观生动地向大

众讲述先烈生平。

“小豆豆梦想书屋”项目目前累计开展活动 500
余场次，近 2000户亲子家庭受益。区妇联先后在市

一医院南部、区中心医院、台积电公司、启迪科技园、

钟书阁等处建立了65家“小豆豆梦想书屋”。为进一

步提升专业性、细致度、影响力，项目通过说课大赛

的形式，筛选组建了一支“亲子阅读讲师志愿团”。

同时，与社会组织合作，开展绘本剧配送；与区托幼

办合作，依托幼师开展服务；与卫健委合作，依托早

教师资开展指导。

构建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
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米”

中山街道深入践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积极

构建“1+4+22+N”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推动新时代

文明实践建设横向到边、纵向到底。通过“十大中山

之美”评选、“点赞中山人”“我为中山代言”等精神文

明宣传系列活动，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不断凝聚共识、汇聚力量。同时，中山街道依

托 66支志愿服务团队，打造“中山有志者”志愿服务

品牌，加强与科技馆、博物馆、党群服务中心等的合

作交流，不断扩大志愿服务的影响力和覆盖面。

近年来，佘山镇以“四季志愿”为线，串起一批

“接地气、有温度”的志愿服务项目，并以学雷锋日和

国际志愿者日为契机，孵化出“遇见·佘心美”慈善公

益集市。截至目前，佘山镇注册志愿者达 17753人，

累计服务总时长超380万小时。在佘山镇，“常春藤”

“山间学堂”“车库月乐惠”等社区志愿服务项目，打

通了服务群众的“最后一米”；“旅游美时美刻·志愿

随时随地”党员志愿服务、辰山植物园“三只鸟”景区

志愿服务、志惠新“峰”园区志愿服务等项目，也让佘

山志愿服务的触角延伸到了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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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民生访谈节目《直播松江》

的播出时间为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0时

至11时，欢迎拨打热线电话37683768，

或下载“上海松江”客户端点击首页，收

看直播，给主持人留言、互动，也可通过

首页点击云电台之《直播松江》回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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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0日 星期一

09：01：47《茸城之光474》（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国家自然保护地10》（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6：50：00《冷知识大课堂》（4）（首播）
17：00：00《嘻游记》（14）（首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36》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13－14）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2-3）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4）

3月21日 星期二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1》（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37》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15－16）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5-6）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7）

3月22日 星期三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2》（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38》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17－18）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8-9）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0）

3月23日 星期四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3》（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39》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19－20）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1-12）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3）

3月24日 星期五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12：00：00《云间播报》（首播）
12：12：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4》（首播）
16：38：00《云间播报》（当日重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40》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21－22）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松江新闻》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4-15）
21：30：00《松江新闻》（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古董局中局》

3月25日 星期六

09：01：47《松江新闻》（重播）
09：40：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5》（首播）
17：17：00 专题片《最美是家乡41》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23－24）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一周新闻集锦》（首播）
19：47：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6-17）
21：30：00《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21：47：00 周末影院《好想去你的世界爱你》

3月26日 星期日

09：01：47《一周新闻集锦》（重播）
09：40：00 纪录片《行走青山绿水间6》（首播）
17：17：00 专题片《党史故事1》
18：30：00 经典动漫《星际小神探（第一季）》

（25－26）
19：00：00 转播中央台《新闻联播》
19：30：00《茸城之光475》（首播）
20：02：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18-19）
21：40：00《茸城之光475》（重播）
22：12：00 连续剧《明天会更好》（20）

电视节目预告仅供参考，以电视台当天播出为准

温馨提示：打开 IPTV 频道主页面，使用遥控器

按“信息”键，就能收到松江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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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 3月 6日上午，石湖荡镇

新中村陶艺传承工坊对外开放，延续了该村千年制

陶工艺，丰富了村史文化内涵。

开馆仪式上，新中村与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建立

合作关系并现场签约，由新中村村委会委托工程大

在陶艺传承工坊开设陶艺手工系列课程培训，通过

专业教师授课，将陶艺文化与农村生活联系起来，丰

富村民文化生活，加深村民的文化认同感，也为青少

年教育实践活动提供载体，让传统文化传承延续。

“大家可以在泥巴上用印章按压出花纹，注意掌

握力度。”“切下来的泥条不要浪费，放在水里可以作

为泥水黏合边缘。”……制作体验环节，工程大的章

婷教授详细介绍了陶艺制作的流程，并演示指导。

前来参加活动的村民和村委会工作人员们沉浸其

中，通过捏塑组合、泥条泥板黏接等技法，制作出一

个个生动有趣的陶艺作品。“这次体验让我重拾了儿

时玩泥巴的记忆，更加感受到了陶艺制作的魅力。”

村委会工作人员杨帆说。

据了解，新中村东临油墩港，位于李塔汇集镇西

侧，曾有烧制陶器、砖瓦的古窑。相传，此处所烧制的陶

器因品质优良而作为皇家御用贡品，初唐时期其名声达

到鼎盛。此次开放的新中村陶艺传承工坊为新中村村

史馆分馆之一，与村史介绍馆、农耕文化馆共同展示新

中村的历史沿革、名人乡贤、党的建设等情况，进一步弘

扬了新中村丰富的农耕文化内涵。

“后期我们还将在这里开展青少

年教育实践活动，通过教孩子们制作

陶艺，让他们从小浸润在传统文化之

中，感受陶瓷文化的独特魅力。”新中

村党支部书记刘宏霞表示。

石湖荡镇新中村陶艺工坊开放

延续千年制陶工艺 丰富村民文化生活

志愿服务暖人心 共绘文明新风尚
——松江区“六个最美”系列访谈节目之二

辰山的早春 摄影：张竹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