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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本报讯（记 者 宋 崇 通 讯 员 王

敏）“晚上‘屋里巷’有人吗？我想给孩

子打印一份作业。”自“江秋屋里巷”开

放以来，类似的求助电话几乎每天都会

上演，“屋里巷”也成为了江秋新苑社区

居民温馨的“家”。

据了解，江秋新苑社区常住人口

7500 余人，其中 70 周岁以上老人 1043
人，未成年人 982 人。“居委会能帮老人

充燃气吗？”“老人家里电饭煲坏了，居

委会能帮忙找人修吗？”这是以往江秋

新苑居委会经常接到的电话问询。今

年初，居委会通过议事会认真倾听了

家长、儿童、老年人等各个群体的需

求，开始思考把“社区唱戏、居民鼓掌”

转变为“社区搭台、居民唱戏”，让“你

想我想”成为“大家享”。于是，居委会

根据“屋里巷”这句上海松江本地话

“家里面”的意思，推出了“江秋屋里

巷”项目。

据介绍，“江秋屋里巷”项目进一

步盘活了佘山镇社区学校、图书馆、健

身 房 、小 剧 场 和 亲 水 广 场 等 阵 地 资

源。“居委会通过挖掘骨干志愿者，孵

化培育了公益社会组织‘佘山零伍服

务社’，与服务社共同探索以空间换服

务、平台引组织、‘公益+市场’双向互

促发展的模式，打造‘江秋屋里巷’项

目。”江秋新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庆

峰说。

本月初，服务社成员从社区微信

群中了解到，许多双职工家庭的孩子

放学后无人看管，服务社便推出了“共

享妈妈课堂”，志愿者们负责辅导孩子

的家庭作业、预习新课程等。“孩子放

学了可以在这里学习，我下了班正好

接孩子回家，再也不用为孩子放学后

去哪里而苦恼了。”一名来接孩子的家

长高兴地说道。

“‘零伍服务社’现有社员 50 人，都

是年轻居民。比如‘共享妈妈课堂’志

愿者全部是社区里的全职妈妈，有相对

充裕的时间提供服务。而享受服务的

孩子家长也会捐出家中闲置的书籍、绿

植、家电等，在有效对接居民需求的同

时，也唤醒了沉睡的资源，形成了社区

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零伍服务社”

负责人林玲介绍。

“江秋屋里巷”项目是江秋新苑居

委会对社区治理共同体的一种探索和

创新。据介绍，下一步，居委会将继续

深化“江秋屋里巷”项目，积极探索“万

物皆可书”“共享办公室”等公益形式

的子项目，发挥文化休闲、知识补给、

便民服务等功能，让社区自治的氛围

更加活跃。

社区“零投入”资源可共享

“江秋屋里巷”让居民感受“家”的温馨

本报讯（记者 李爽 摄报） 4 名小

朋友日前在妈妈的陪伴下，在“云间书

房”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周末傍晚。

“我选择的书是《朱家故事》，有一天

妈妈出门了，幸福的朱家突然发生了奇

怪的变化，大朱爸爸和小朱弟弟老是不

收拾屋子，结果变成大猪和小猪了……”

4名小朋友中年纪最小的嘟嘟举着绘本，

分享着自己阅读的绘本故事。“孩子平时

就爱听故事，但是我们工作比较忙，也没

太多时间和精力给他讲故事。来这里和

其他小朋友一起听故事、讲故事，我感觉

蛮有意思的。”嘟嘟妈妈告诉记者。

“云间书房”位于九峰路2号松江区

融媒体中心大楼前，24 小时开放，是一

座可听、可阅读的有声书房。虽然面积

不大，内里却别样精彩。在书房入口处

的醒目位置，贴有一张“书房探索地

图”。细看地图可以发现，这个以“声”

为媒的特色阅读空间包含“聆听城市”

“童趣中岛”“扫码听书”（见左图）“声音

邮局”“定向音箱”及朗读亭等功能区。

“闲来无事听听书。”“云间书房很

浪漫，是读书的最好地方！”在书房的留

言册上，不少读者分享了自己的阅读体

验。活动主办方岳阳街道表示，今后会

在“云间书房”不定期开展亲子活动，让

袅袅书香温馨呵护着孩子们幸福成长。

本报讯（记者 张小小） 节能环保，

创意无限。近日，由社会公益组织“爱心

家园”发起的“旧衣新生”公益项目在五

龙广场开展，来自松江大学城各所高校

的50余名学生来到现场，用一针一线改

造旧衣物，将其变为实用的手工艺品。

“只要开动脑筋就可以变废为宝，旧

衣物还能变身为布包、笔袋、小挂件。”来

自东华大学的吴乐航说，“以前会把旧衣

服送给亲戚家的孩子，或者是把T恤剪

成抹布，其实很多衣物还是很新的。”

记者在现场看到，主办方还设置了

旧衣物领取点，不时有市民上前询问旧

衣物的捐赠方式。“我们从上周末设摊

至今，已经有 20多名市民登记，在现场

领取了二手衣物，不过更多的是询问如

何捐赠。”工作人员表示，“松江慈善超

市会不定期向困难居民发放二手衣物、

生活用品，所有二手衣物都已经由志愿

者消毒、清洗干净了。有需要的市民也

可以自行前往咨询。”

此外，现场还开展了一次性物品换

多肉植物、用塑料瓶DIY风铃手作等活

动，吸引了市民踊跃参与。“我现在出门

都是骑共享单车。”“我已经很久不买新

包了，帆布包既经济又环保，已经成为

身边人的时尚共识了。”“少喝饮料多喝

水，自带杯子卫生又健康。”大家纷纷表

示，要从小事做起，践行环保理念、享受

绿色生活。

本报讯（记者 韩海峰）“不用去饭店，也能和

家人享受‘大餐’，真是太好了。”方松社区食堂日前

新推出葱香脆皮肉、椒盐猪手、三色鱼柳等“大菜”，

让居民们直呼过瘾。据悉，从本月下旬起，方松社

区食堂每周都推出新菜品，让居民们在家门口也能

享受“星级”美食。

每到下午 3 时，方松社区食堂后厨炉火正旺，

煎炸烹煮轮番上阵，多位厨师正在掌勺、颠锅，烧制

拿手好菜。“吃完中饭厨师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

方松餐饮总厨闵华介绍说，“你看这个椒盐猪手，首

先焯水要干净，卤的时间要长，然后油炸要加上生

粉，再用孜然、胡椒、洋葱、辣椒等配料翻炒，最关键

的是必须给足工夫烧，猪手才会干香爽口，酥脆有

嚼劲。”

随着珍珠糯米球、台式三杯鸡、金蒜粉丝虾等

陆续起锅，热气腾腾的菜肴依次被摆上食堂明档。

不少居民掐着点赶到食堂，透过窗玻璃，挑选起

来。“我家4口人，只要在社区食堂点3个菜就够了，

味道挺好的。”居民王女士表示，食堂的菜品很丰

富，省去了回家烧菜做饭的时间，让她能在工作之

余有更多时间陪伴孩子。

据悉，从 4 月下旬起，方松社区食堂陆续推出

了 8个新菜品，加上之前盒菜和其他菜品，总样式

多达 20多种，为附近居民提供了丰富多样的菜品

选择。方松社区食堂经理吴向华表示，接下来，食

堂还会根据居民们的反馈，陆续更新菜单，更好满

足大家高品质的用餐需求。

本报讯（记者 李光）“祖国，感谢您，感谢您所

给予我的一切……”日前，在新桥镇社区文化活动

中心，30 余名中小学生聚在一起，诵读现代诗《祖

国，感谢您》。当天的这场诵读活动也宣告了新桥

镇“新星”少儿诵读团的成立。

就读于松江实验小学的严嵇澜心是“新星”少

儿诵读团的成员之一，也是此次诵读团成立活动的

主持人。台上落落大方、充满自信的她已经学习了

三年诵读，她告诉记者：“我觉得朗诵可以陶冶我们

的情操，让我们变得更加开朗，更加自信。”

作为“新星”少儿诵读团的指导教师，黄尽能曾

获得“为你诵读”杯首届中华诵读大赛全国总决赛

方言组二等奖和“中国十佳方言诵读家”称号。一

直以来，她扎根新桥，积极开展公益诵读教学，多次

在镇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为青少年开设暑期经典

诵读课，其家庭作为新桥镇“诵读之家”被评为“上

海市五星级学习团队”。

黄尽能说，沪语是上海的乡音，用沪语和普通

话两种诵读教学方式带领孩子们领略声音魅力，是

一件有趣的事，也是一种传承。“朗诵的学习应当从

儿童抓起，它是一种深度的阅读，对孩子的智力开

发、语言功能拓展、知识面增加，以及增强对其他学

科的领悟力都有帮助。”黄尽能告诉记者。

据悉，少儿诵读团名称中的“新星”寓意“新桥之

星”，未来，诵读团将以“线上+线下”方式定期举办诵读

活动，在更多青少年群体中传承诵读文化、书香文化。

本报讯（记者 王梅）“爱心流转！走过路过，不

要错过！”4月22日下午，洞泾镇新农河绿地广场上支

起了一个个摊位，此起彼伏的吆喝声格外响亮。这是

该镇云庐居民区联合祥欣居民区、洞悦幼儿园举办的

首届“惠”生活邻里集市，摊主均为社区居民。

玩具、书籍、文具、盆栽、锅具，摊位上的一件件

闲置物品传递着摊主的生活态度。“放在家里闲着

也是闲着，还占空间，拿出来分享给有需要的人，一

举两得。”居民徐正雯并不叫价，凭有需者给价，“需

要就拿走，给多少都行！”

林林总总的摊位中，不乏学生的身影。六年级

学生刘展睿和妹妹刘展妍一起出摊，兄妹俩还为每

件物品设计了价目牌，就连叫卖声也有几分专业摊

主的味道：“毛绒玩具 5元钱一个、识字描红本 1元

钱一本……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卖多少其实无

所谓，主要是希望这些东西能够被利用起来。”第一

次做摊主的初三学生冯佳妮说，尽管不少物品都是

她小时候的心爱之物，但现在长大了，就有必要修

习“断舍离”这门功课了。

集市上还开设了社区心愿基金募集摊位。居

民吉晓燕带着 7岁的女儿徐喆妍前往捐赠，她说：

“希望通过小小的举动传递善意和爱心，教女儿做

一个善良有爱的孩子。”据云庐居民区党支部书记

金溢介绍，邻里集市不仅能减少资源浪费，同时也

是拉近邻里间距离、建设和谐社区的活动载体。此

外，社区还设计了心愿卡片、社区护照，以广泛听取

居民意见，引导居民争做社区建设的主人翁。

本报讯（记

者 刘芮孜）松花

溏心溢清香，弹韧

糯滑味悠长。春

夏之交是做皮蛋

的最佳时节，新浜

镇就有颇具名气

的砻糠皮蛋手艺

人，趁着四月好时

光，制作起这滋味

独特的美食。

新鲜匀称的

青 壳 鸭 蛋 、按 比

例调制而成的腌

料 、稻 谷 碾 磨 后

脱 下 的 外 壳 ，是

制作砻糠皮蛋的

“必需品”，“手艺

人”沈伯灵手持自

制“神器”，熟练地

将鸭蛋从桶里捞

出，顺着盛满砻糠

的“轨道”中滚上

一圈，力度把握得

刚刚好。

“皮蛋裹腌料

一定要均匀，腌料

过多过少都会影

响皮蛋的口感，全

靠手上的功夫。”沈伯灵介绍说，

“这些原料看起来很普通，其实非

常有讲究。”据他介绍，为了制作出

美味的溏心皮蛋，青绿壳的鸭蛋是

特意去养殖场请人挑选出来的，泥

色腌料里的配料也很丰富，有食用

碱、石灰、茶叶、盐、白醋、白酒等。

“这些配料不是放到一起搅匀就可

以了，还要根据时间、温度的变化，

调整用料比例。”说起制作皮蛋的

秘诀，沈伯灵兴致盎然。

将裹好腌料的鸭蛋放进袋子

里扎紧，放置于家中潮湿的地方，

25至30天后，就成了色香味俱佳的

食材。剥开一枚制作好的皮蛋，蛋

清青黑透亮，蛋清与蛋黄之间呈溏

心状，轻咬一口，齿颊留香。

“这个皮蛋很好吃的，我每年

都要买四五百个。”村民陶木南便

被这美味吸引，作为砻糠皮蛋的忠

实食客，每年都要带着鸭蛋请沈伯

灵帮忙加工，除了自己品尝，还会

赠送给亲朋好友，堪称砻糠皮蛋的

“代言人”。

如今，沈伯灵的好手艺不仅在

新浜镇小有名气，周边的泖港镇、

青浦练塘镇，甚至浙江嘉善俞汇片

区也有慕名而来的食客。去年，砻

糠溏心皮蛋制作技艺还入选了第

九批松江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沈伯灵的女儿沈菊梅如今也

开始跟着父亲学习砻糠皮蛋的制

作技艺，将这道美食传承下去。

本报讯（记者 刘芮孜）约上三五好

友，在草地上支起一顶帐篷，就拥有了可

移动的“一室一厅”。近日，松江印象城

开启“CITY WALK城市溯野”第二届露

营节，活动将持续至6月4日。

本届露营节的体验主场地位于松

江印象城的“后花园”，记者在现场看

到，一个一米多高的绿色复古邮筒格外

醒目，这是由松江印象城、松江邮政、蚂

蚁露营社共同打造的“快闪邮局”，邀请

了现代艺术家彭涛为市民定制手绘明

信片，市民可在现场随写随寄。一旁的

咖啡小铺同样令人期待，摊位工作人员

介绍，本次活动提供的咖啡是露营节特

调饮品，使用的咖啡豆来自云南山区，

味道相当不错。

除了室外的主场地，商场内也设置

了帐篷、秋千、野餐折叠桌椅等露营装

置，吸引了不少顾客拍照打卡。“现在还

没到五一假期，去郊野露营时间挺紧张

的，先来这里过把瘾吧！”正在体验露营

装置的上海外国语大学学生小董告诉

记者。

据悉，本周起，松江印象城在每个

周末及节假日都安排了特别节目，如露

天电影、高校音乐联赛、拓染手作、“昆

虫旅馆”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本届

露营节联营了不少松江本地单位，从活

动设计到观感体验，希望能给周边居民

及高校学生带来更佳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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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间书房”遍地书香 亲子共享周末时光

城市里头探野趣 精彩活动不嫌多

松江印象城第二届露营节启动

“衣”旧有温暖 环保致青春

新桥镇“新星”少儿诵读团成立

方松社区食堂推出新品

周周有“大菜”好吃又实惠

亮出生活态度 摆出惠邻爱心

洞泾镇云庐居民区
邻里集市“开张”

4月24日，方塔小学组织部分学生在上海方塔园开展“生态文明在身边，乐享园林花艺师”系列研学课程，围绕识绿、

赏绿、植绿三方面内容，让学生在研学旅行中拓宽视野。 记者 姜辉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