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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张立

上海市首批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名

单近日公布，叶榭镇兴达村榜上有名。

依托禀赋资源优势，深入挖掘乡村特色，

兴达村乡村休闲旅游格局初见成效。

兴达村是叶榭镇农旅结合、文旅互

融、产业联动的一个缩影。围绕浦南特

色，“融合发展”成为了该镇对于乡村文

旅的全新解读，也为乡村文化与旅游结

合创造了更多可能。

探索载体 发展乡村休闲旅游
作为首批市级乡村旅游重点村，兴

达村最广为人知的便是松江“001号”民

宿八十八亩田。这家位于虹洋公路边的

民宿依林就势，建起了一个世外桃源，村

民闲置的房屋、田间种出的大米成了增

收的“聚宝盆”。游客们可以在这里体验

制作米糕、参与农事，还可以进行户外烧

烤、亲子游戏。有的游客还会在这里住

一夜，感受田园生活和浓浓乡愁。

凭借着八十八亩田的溢出效应，兴

达村的旅游资源得以进一步发掘。游

客们会在稻香森林探索自然奥秘，走进

大米体验馆探寻松江大米的起源与发

展，去宅基地平移安置点赏农村风貌，

到农业合作社体验乡村野趣，内容丰富

有趣。

民宿产业如今已成为兴达村发展

乡村休闲旅游的载体。“未来，我们将打

造更多具有特色的乡村民宿。”兴达村

相关负责人介绍，围绕现有特色乡村民

宿产业，村里将重点打造“农旅+文创”

片区、“农创+科教”片区、“宜养+宜居”

片区等三大核心功能区，将稻田、生态

林地、蔬菜基地、非遗项目等结合，以实

现居城市环境、品乡村生活、享生态文

旅、创现代农业，打造绿色、生态、文明、

美丽、富裕的特色村落。

产业融合 注入发展生机活力
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培

育农村新业态，兴达村构建的乡村休闲

旅游格局正是叶榭镇乡村文旅融合发

展的产物。

除了“001 号”民宿，位于井凌桥村

的浦南花卉基地也名声在外。“不用跑

遍全世界，在浦南花卉基地就能看遍姹

紫嫣红。”有网友这样评价花卉基地。

在这里，彩色花海串联成片，处处是花

农们忙碌的身影。自改造升级后，浦南

花卉基地以花卉产业为主、二、三产业

融合同步发展，全产业链综合性科创园

已粗具规模。

“目前叶榭镇已形成民宿产业、家绿

彩虹农场、济众影视基地、张泽羊肉一条

街等农文旅特色项目，成为备受市场欢

迎的新型乡村旅游目的地。”叶榭镇相关

负责人介绍，未来，叶榭镇将继续以“红

色、非遗、孝善、农耕”为主的四大文化进

一步丰富乡村旅游产品，筹谋规划、苦练

内功，依托乡村风貌深耕挖掘，为新型乡

村旅游发展注入新生机。

叶榭镇兴达村获评全市首批乡村旅游重点村——

文旅融合赋新能 乡村旅游促发展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3月23日下

午，云间剧院 2023演出季“六+一”系列

发布。据介绍，“六大系列”指“云音”

“云舞”“云话”“云喜”“云亲子”和“云公

益”，已安排 59 台 82 场精彩演出，汇集

了多部高口碑、高票房作品。“一”为今

年的第二期少儿艺术团。

作为“云音”系列的开幕演出，黄

绮珊于 3 月 24 日、25 日带来“绮望三

十”巡回演唱会。5 月 13 日、14 日，《白

夜行》将在云间剧院连演两场，该中文

原创音乐剧改编自东野圭吾同名小

说，由韩雪、刘令飞领衔主演，有着“中

国出品的一线水平”美誉。国潮原创

音乐剧《唐朝诡事录之曼陀罗》将于 7
月初连演两场，该剧将璀璨的唐代传

统文化元素进行了艺术解构，并有众

多明星加盟。此外，维也纳童声合唱

团、久石让和宫崎骏经典作品视听音

乐会也将上演，带来触动心灵的音乐

之旅。

好戏不嫌多。在“云话”系列中，将

有两部来自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经典

作品。悬疑剧《深渊》将于 4月底登陆，

该剧利用舞台与实时影像精巧配合，将

一段悬案徐徐铺陈开来。10 月，话剧

《无人生还》将上演，每一句台词都暗藏

玄机，充满缜密的逻辑性。除了大热的

悬疑题材，开心麻花出品的《窗前不止

明月光》《疯狂理发店》《贼想得到你》

《乌龙山伯爵》《牢友记》五部爆笑经典

作品和天津人艺的经典话剧《雷雨》也

会和观众陆续见面。

除了缤纷多彩的戏剧，各种舞蹈作

品也将陆续登场。“云舞”系列中，曾在

2022 年春晚亮相的《只此青绿》——舞

绘《千里江山图》将于7月在云间剧院上

演，为观众开启沉浸式“赏画”体验。作

为全球巡演超 200场、大剧院演出次数

最多，观众熟悉度最高的舞剧之一，经

典芭蕾《天鹅湖》将于 12月由上海芭蕾

舞团呈现。此外，俄罗斯皇家芭蕾舞剧

团倾情演出的《胡桃夹子》和杂技剧《战

上海》也将陆续上演。

除了泪水和感动，在剧院里还能收

获欢声笑语。“云喜”系列即将迎来两大

专场，每月为观众带来一个轻松快乐的

周末夜晚。相声专场由郭德纲弟子高

鹤彩领衔主演，以其说学逗唱配合扎实

的基本功，并融入戏曲、话剧、小品等艺

术形式，为观众带来高质量密集笑点。

脱口秀专场则与魔脱喜剧合作，邀请知

名脱口秀演员举办专场演出。

为家长和孩子营造轻松愉快的亲

子时光，“云亲子”系列以儿童剧为主要

载体，为孩子们带来《冰雪女王艾莎之

幻境奇缘》中英双语版音乐剧《白雪公

主》、《奥特传奇之希望之光》、儿童剧

《泰坦尼克号》、《少林小子》等剧目。

月月有公益场，场场有公益票。今

年，“云公益”同样持续发力。观众可以

继续用“一杯奶茶钱”的价格，欣赏到各

类优秀的公益演出。

在发布会上，剧院还与松江区退役

军人服务中心签署拥军优属战略合作

框架协议，根据国家政策要求和企业社

会责任，为优抚对象提供优先、优待、优

惠服务。此外，剧院还与国内知名的喜

剧、舞台剧、影视创作团队“开心麻花”

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致力于将更有品

位、更具审美价值、更有欣赏趣味的喜

剧作品与欢乐输送到观众身边。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 春日踏青，少不了打

卡拍照。近日，上海影视乐园推出春日游园活

动，在园内多处特色场景设计了打卡区。即日起

至3月底，游客在园区南门入口处领取“春日入场

券”并完成“游园打卡”路线后，还可以兑换花卡

扩香器。

记者在位于湖山区的小树林看到，一面大

大的镜子放置其中，旁边还有一人多高的粉色

充气花朵。“我们园内复刻了老上海的一些经

典建筑，游客通过镜子装置可以选取最佳的拍

照角度，也可以以粉色充气花朵为背景拍出活

泼时尚的美照。”上海影视乐园品宣总监齐天

然介绍，园方还在南京路、凯司令等特色“片

场”设置了电影元素道具装置，打造出专业片

场的打卡拍照模式。

如果想拍出更具老上海味道的照片，不妨

去“鸿翔时装公司”租一套民国风时装。上世纪

20 年代，上海静安寺开出了全市首家由中国人

开办的女子时装店——鸿翔时装公司，而今在

上海影视乐园的静安寺路重现。记者看到，店

内各式礼服一应俱全，吸引了不少游客入店挑

选。换上时装、略施粉黛后，在园内与心仪的老

上海景点合影，穿越时光的效果给游客带来了

无穷的乐趣。“我在上海工作很多年了，还是第

一次来。这里的建筑都有老上海特有的风情，

特别吸引人。”游客吴先生对园内的各个打卡点

赞不绝口。

据介绍，上海影视乐园还推出了春日露营项

目，游客可以围坐在帐篷下，一边享受音乐和美

食，一边欣赏影视剧中才有的户外风光。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 水知识趣

味问答、手绘水美松江、寻找美丽河

湖……第三十六届“中国水周”之际，

由松江区水务局和佘山镇共同主办

的“茸跑跑”找“水泡泡”亲子活动于 3
月 26 日上午在月湖雕塑公园举行，

150 组家庭近 400 人体验了一场别有

生趣的亲水之旅。

“这条河是人民河，那条河是通波

塘，我们把旗子贴在这儿……”在一幅

宽大的松江区圩区设施图上，市民李伟

一家正在寻找家门口的河湖。“这张图

上详细标注了松江 1000 多条河道，每

个家庭至少要找到两条才能盖章过

关。在大家一起寻找的过程中，小朋友

也知晓了更多松江的河湖，很有意思。”

李伟表示。

循湖前行，一幅长达 20 米的画布

前，不少家庭正在参与该游戏点位的

“童”心共绘“碧水图鉴”游戏。“我画的是

没关好的水龙头，还在滴水呢，我们要节

约用水。”“我画了许多鱼儿，希望河里水

质越来越好，鱼儿越来越多。”……孩子

们在勾勒心中水美松江的同时，也萌生

出了更多爱水护水的想法。

“整个定向游玩路线全长2.7公里，

其中既有包括趣味问答、寻找最美河湖

等在内的水知识，也有家长与孩子合

作、用‘砖头’铺路搭桥等水游戏，沿湖

还设置了 5个‘水泡泡’收集点，供家长

孩子互动体验。”活动负责人林聪颖介

绍道。

活动现场，内容丰富的水知识科

普展板、生动有趣的科普互动体验点

也吸引了大家的目光。不少家长结

合现场活动向孩子讲解二次供水、雨

污分流的意义，以及台风天如何做好

防范等知识。市民陶大珉表示，这种

寓教于乐的方式，不仅增进了亲子关

系，也在互动体验过程中在孩子心中

种下爱水护水的种子。

本报讯（记者 杨舒涵）本周松江

的天气可谓两头晴中间雨，气温也是

随之上下波动，周初期最高气温为

18℃左右，到了周中期回落至14℃，而

到了周末又升至20℃。这也就意味着

本月将在雨水中收尾，周末则是天气

晴好适合踏青。

上周度过了晴朗的周末，昨天茸

城天气依然“给力”，多云为主，白天回

温明显，最高气温17℃。据预报，今天

依然以多云天气为主，暖意也稍有回

归，最高气温重回18℃左右，但早晚寒

意明显，仅在7℃左右徘徊。

不过，别以为阳光会“常驻”，据区

气象局预报，冷暖空气短暂汇合，新一

轮阴雨模式将在周三开启，届时周四

前后将有一场明显降水，最高气温回

落至 14℃，本月将在春雨中收尾。降

水时间大约持续 3天，到本周后期，雨

水渐止，但云系较多，最高气温将逐步

爬升至20℃左右。

今年松江入春提前近半个月，但

仅短暂暖和了几天，“小阳春”后便迎

来一拨接一拨的“倒春寒”。天气转晴

后，昼夜温差也会加大，甚至超过

10℃，早晚体感寒冷，建议“洋葱式”穿

衣法还要继续，市民仍需根据天气情

况随时增减衣物。

未来几日天气预报：3月 29日（周三）阴到多

云转阴有短时小雨，10～16℃；3月 30日（周四）阴

有阵雨，11～14℃；3 月 31 日（周五）阴有小雨，

11～16℃；4月 1日（周六）多云到阴，11～20℃；4
月2日（周日）阴到多云，10～20℃。

云间剧院2023演出季“六+一”系列发布

59台82场精彩演出连番上演

对镜拍美照 露营赏美景

上海影视乐园
踏青有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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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宋崇）“搓球、削球、弧旋球

……”上周日，位于中山街道的上海张之江体育

运动发展中心内一场社区乒乓球团体邀请赛举

行。本次比赛邀请非专业乒乓球球友参赛，并且

全程免费，参赛选手精彩的表现让比赛十分具有

观赏性。

据了解，本次比赛由方松街道和区乒乓球协

会主办，邀请了永丰街道文体中心、岳阳街道文

体中心等6支队伍，每队6人，按团体比赛规则进

行逐队较量。记者在现场看到，参赛选手们展现

出高超的球技，场边观赛的啦啦队和观众喝彩声

不断。经过 4个多小时的比拼，广富林街道文体

中心代表队最终赢得冠军。

“这是今年区乒协组织的首场群众乒乓球

赛。今天比赛的氛围很好，场地、灯光都很专业，

大伙热情很高。”松江区乒乓球协会副会长陈坚介

绍，今后，区乒协会多组织类似的比赛，给广大乒

乓球爱好者提供切磋技艺、以球会友的良好平台。

举办赛事，需要优质的场地。“我们争取每两

个月赞助承办一次类似的小型邀请赛，每年争取

赞助承办两次全区规模的乒乓球比赛。”比赛承

办方上海张之江体育运动发展中心负责人万乐

刚表示，他们将助力全民健身、助力松江区乒乓

球事业的蓬勃发展。

2.7公里亲水之旅
播下爱水护水种子

赛事引领健身热 以球会友展风采

松江社区乒乓球
团体邀请赛开打

本报讯（记者 王颖斐）历时两年

的大规模修缮，焕然一新的上海天文

博物馆面向社会试开放后，于上周末

迎来了首个接待高峰，单日客流量达

上千人次。

3月 25日 13时，记者在西佘山之

巅看到，前往上海天文博物馆参观的

游客络绎不绝，其中大部分是亲子家

庭，还有不少是专程而来的天文爱好

者。据介绍，为了迎接客流高峰，上海

天文博物馆做足了准备，采取每天

1000人的限流措施，同时根据展厅内

的实际人流情况进行实时疏导，营造

安全有序的参观环境。

“很震撼！这里有望远镜、星座

图，以及许多和天文相关的照片，尤

其是观测天体的仪器，太神奇了，让

我学到了许多新知识。”游客张苓稚

惊叹道。据了解，上海天文博物馆

“镇馆之宝”——123 年高龄的 40 厘

米口径大双筒折射望远镜最受游客

青睐，这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大型天文

望远镜。经过修复，这座“百年宝镜”

已恢复了实际观测能力。“目前我们

开放了百年天文台、子午仪、八角环

廊、天图室、大望远镜室等展厅，希望

可以让更多市民和天文爱好者了解

上海天文科学发展的整个过程。”上

海天文台佘山科普教育基地负责人

汤海明说。

据悉，上海天文台佘山站始建

于清代光绪 26 年。2004 年，上海天

文台佘山站以百年老台为基础，建

成了独具特色的上海天文博物馆。

如今，重新开放的上海天文博物馆

以丰富的文物和史料展示近代天文

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并穿插介

绍相关天文知识，让游客们沉浸式

游览“宇宙世界”。

单日客流量达上千人次

上海天文博物馆迎来首个客流高峰

游客在重新开放的上海天文博物馆感受天文魅力。 记者 王颖斐 摄

本 报 讯（记 者

王梅） 上海市首批

市级艺术“一条龙”

布局项目高中学校

社团展示展演评选

结果日前出炉。由

松江一中云间舞韵

学生艺术团排练的

舞 蹈 剧 目《红 色 青

春》获一等奖，也是

松江区唯一一个一

等奖。

舞 蹈《红 色 青

春》塑造了柔美与刚

劲兼具的女红军形

象，讴歌了战争年代

红军战士不畏艰难

险阻的精神和对美好生活的期望。“一

支优秀的舞蹈不仅仅在于优美的舞蹈

动作，更要有深刻的主题思想，并加以

用心演绎。”艺术团负责教师王若楠介

绍，展演前，松江区青少年活动中心指

导教师刘玮结合舞蹈要表现的精神内

核和舞蹈角色的情感表达，从动作、队

形、道具等多方面给予了专业指导。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高三（7）
班学生张滕腾说，跳舞是一件很辛苦的

事，每一个优美的动作都需要经过日复

一日的练习。王若楠告诉记者，此次比

赛场地上海国际舞蹈中心的舞台宽 16
米、深 19米，与平日排练的舞台有着很

大差异，但训练有素的学生们很快适应

了场地，凭借精彩的演出拔得头筹。

松
江
一
中
舞
蹈
团

市
赛
中
拔
得
头
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