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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DONG 浦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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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良楼业主大会、

业主委员会备案证，在工作移交过程中

遗失，编号：沪浦川沙 业[2023]第 23

号 ，业 主 大 会 房 屋 产 业 代 码 ：

1510331002，届别：第一届2022年11月

19 日至 2027 年 11 月 18 日。以上原备

案证自登报声明之日起作废，因擅自使

用造成的任何法律纠纷与本会无关，并

追究使用者的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上海市浦东新区富良楼业主大会

二0二四年九月十日

■本报记者 曹之光

时近中秋，由青年艺术家于群创作的

皮影装置作品《对-影》亮相东明路街道

金谊河畔居民区。

在东昌新村“星梦停车棚”打造“车棚

美术馆”，在市新小区加装电梯轿箱打造

“电梯美术馆”，在昔日陆家嘴第一高楼东

昌大楼打造“楼道美术馆”……近年来，艺

术家、独立策展人、“社区枢纽站”发起人

王南溟不断“攻城略地”，如今，“社区枢纽

站”又来到了东明路街道。

“去年，我应东明路街道邀请，带着团

队进行实地考察，寻找适合进行艺术社区

规划的公共空间。”王南溟介绍，经过近一

年的考察和思考，最终在金谊河畔居民区

内找到了一处特别的闲置空间——地下

停车库旁的露天下沉式广场。

在小区居民的好奇“监工”下，这个被

命名为“金谊河畔剧场美术馆”的玻璃橱

窗式展区于日前完成。

这件装置作品用亚克力材料与皮影

材料反复拼贴，再进行悬空组合而成，并

将“影”的笔画构建全部拆开，成为一件长

近12米的狭长作品。

作品安装了弯弯曲曲不规则的柔性灯

条，灯光一打亮就为静态的作品增添了流

动的感觉。加上玻璃的反射，“影”又从窗

框内流到外面洒落到周围，组成的重重叠

叠的流线，似雾非雾地“浮光掠影”起来。

对于这件作品的内涵，于群介绍，“影”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时常吟诵的对象。他将

入选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皮

影与中国汉字中的“影”相结合，形成了这

件艺术作品，而当居民面对这件作品时，其

本人的影子也参与到作品的构建当中，使

作品最终完善。皮影、汉字与光影，这三部

分共同组成了这件作品。

王南溟表示，“社区枢纽站”的工作方

法不但是“空降法”——即美术馆的作品

进居民区，而且是“慢项目方法论”——即

逐步让小区在某个特殊的点上通过艺术

让其“个性”起来。同时，在居民区布展的

过程，也是一种美术馆专业的传播过程。

根据计划，“社区枢纽站”未来还将与

不同的居民区和不同的艺术家共建，持续

与东明路街道合作，在更多“不经意而有

趣的地方”推进“东明艺术社区规划”。

■本报记者 刘雅雯

针对社区流浪猫产生的环境生态、公

共卫生、安全隐患等问题，上钢新村街道探

索运用引导式会议协商模式，通过凝聚需

求共识，梳理资源要素，探索实践路径，在

上钢五村率先试点，形成“五增五可”流浪

猫治理机制，实现流浪猫精细化、科学化、

长效化治理格局。

破局：引导激发创意，
对话凝聚共识

“猫躲在车底就是不出来，上班迟到怎

么办？”“流浪猫翻找啃食湿垃圾，搞得一片

狼藉，爱猫人应该做些什么呢？”……伴随

一连串问题，日前，一场以“宠爱有道”流浪

猫治理为主题的引导式会议拉开帷幕。

在分组“漫游画廊”环节，30名居民代

表和社区组织代表被分为 5个小组，分别

代入物业企业、居委会、爱猫人士、普通居

民、社会组织和企业等角色，思考并交流

不同角色下面对流浪猫问题的责任和解

决办法。“换位思考”让协商变得理性有

序。

通过“决策矩阵”，居民们以“可操作

性”和“可持续性”为评价维度，共同筛选出

了行动“最优解”。大家一致认为，流浪猫

治理是一项系统、综合、长期的工作，需要

打破空间、人群、领域的界限，以“治理无

界”实现“宠爱有道”。“希望街道和小区加

强宣传，引导大家科学投喂，同时引入

TNR（捕捉、绝育、放归）模式，升级喂养设

施、加强物业日常巡逻。”居民张先生说。

发力：从“脑洞”转化为
“行动”

根据引导式会议的协商成果，上钢五

村启动试点，成立了一支由来自“三驾马

车”、爱猫人士、普通居民、共建单位等的

15名成员组成的“钢五萌宠团”。

“钢五萌宠团”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方式，争取居民、共建企业支持，筹款1.5万
余元，对 20 多只流浪猫开展了“TNR”绝

育、引产和急症治疗，并对放归的流浪猫进

行疫苗接种。其中，已有10只流浪猫被爱

心家庭领养。

小区还同步安装了 5 台“街猫”喂养

机，通过“云”喂养，“云”观察，及时了解小

区流浪猫动态，加强物业日常巡查，减少因

争食、繁殖等引起的卫生和噪音问题。

深化：探索推广“五增
五可”治理机制

“五增五可”治理机制为“协商增智，让

方案可操作”“众筹增力，让治理可持续”

“科技增能，让经验可复制”“自管增效，让

过程可参与”“规约增益，让成果可感知”五

个方面。

包括用好引导式、参与式社区会议，发

挥“三会”“睦邻议事厅”“上钢十六条”机制

优势，引导不同群体聚焦流浪猫问题“有话

好好说、说了有效果”。综合运用居民自

筹、企业定向资助、自治金支持、物业基金

等筹资渠道，形成“个人主力、政府助力、社

会协力”的资源支撑格局。与相关公益组

织、宠物医院等专业机构合作，在推广

“TNR”模式、“云喂养”系统的同时，引入

智能监控、声波驱离等更加多元的技术，以

科技助力治理。发挥党员示范带头作用，

凝聚带动爱猫群体成立自治组织，举办系

列宣传活动，同步提升科学喂养与爱护动

物意识，加强居民之间的互动、自律和监

督。建立文明规约和投喂规则，打造人和

动物和谐共处的“微幸福”。

上钢新村街道社会工作办公室相关负

责人表示，街道正在梳理流浪猫治理的资

源要素，下一步将依托居民自治金项目，在

各居民区复制推广上钢五村经验，完善“五

增五可”治理实践路径。

本报讯（记者 李继成）“有空的话，

我就把这个手工做的兔子带回去给我闺

女。没空的话，就寄回去。”昨天，在 82路

耀体路平家桥路户外驿站，来自河南的饿

了么外卖小哥崔超钧与其他外卖小哥、公

交职工及社区居民一起做手工，迎中秋。

昨天，上南公交三分公司在 82路耀

体路平家桥路户外驿站举办“三方联动

共话中秋”主题活动，特别邀请了一线外

卖员和前滩社区紫丁香居委的居民共同

参与。通过制作手工布艺兔，让忙碌的外

卖小哥感受到节日的温暖与社区的关怀，

也让邻里之间的情谊在指尖传递，共同编

织了一个个温馨美好的中秋记忆。

在现场，专业的手工老师向大家展示

了手工兔的制作流程，从材料准备到粘贴

方式，再到巧妙拼接，详细展示每一个步

骤。随后，外卖员和社区居民围坐在一

起，开始了他们的手作之旅。

“82路这个户外驿站一直向我们敞开

大门。”崔超钧表示，“很多单位对外卖小

哥很关心，户外驿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

便利，休息时间我们就会过来歇一歇脚，

冰柜里还有消暑的冷饮，让我们在高温天

里感受到无比的清凉。”

经过近一小时的努力，一只只憨态可

掬的手工兔子在大家的巧手下诞生。这

些兔子不仅代表着中秋的团圆与美好，更

是连接外卖员与社区居民情感的桥梁。

大家纷纷举起自己的作品拍照留念，脸上

洋溢着满足与幸福的笑容。

据悉，今年，82路耀体路平家桥路户

外工作者驿站从区级升为市级，让小小驿

站惠及更多人，共同营造一个和谐、包容

的社会环境。

■本报记者 曹之光

9 月 15 日至 17 日中秋假期，正在展

出“无穹——中国航天沉浸艺术展”的上

海喜玛拉雅美术馆特别推出“中国古代

传统服饰特别活动”。身着汉服等中国

古代民族服装的观众不仅能免费入场，

还能在现场多个互动装置打卡点留念，

定格“穿越古今”的特别瞬间，体验“无

穹”魅力。

“无穹——中国航天沉浸艺术展”融

合中式美学与现代科技，通过历史文献、

实物、高精模型、数字艺术、装置艺术等展

陈形式和多种互动体验，艺术化地呈现中

国航天成就，科普航天知识，传递航天精

神。

在这一展览中，观众可在巨型球体投

影中获得沉浸式体验，基于空间站实拍影

像资料，获得如同航天员的独特视角，感

受地球的美丽与壮观。而沉浸空间“无

穹”则实景化了中国古代天际探索的神话

传说，带领观众穿越千年时光，体验从神

话到现实的巨变。

实物模型“来自祖先的命名”展示了

从太空归来的实践十号卫星返回舱实物、

玉兔号和祝融号高精模型及 20余组航天

器，感受中国航天的辉煌成就。互动区域

“火箭森林”邀请观众现场“点燃”长征家

族火箭，感受火箭发射的震撼与豪情。

此外，展览中还呈现了包括“长征五

号箭体结构拆解”“神舟飞船交会对接”

“虚拟航天服换装”等互动展项。火箭是

怎样构成的？飞船在太空中怎样对接？

空间站中航天员如何生活？观众都可身

临其境体验。

除了中秋期间推出的“中国古代传统

服饰特别活动”，整个 9月，凡持有效教师

证件的教师，均可在展览期间免费观展。

主办方以此邀请更多的教育工作者与航

天硬科技亲密接触，沉浸式感受科技艺

术，将科普内容带回课堂，启发学生对航

天科学的兴趣和对梦想的追求。

本报讯（记者 杨珍莹）9月11日下

午，浦东海事局外高桥大队党支部携手

吴淞海事局海区大队党支部和中国极地

研究中心（中国极地研究所）业务第三党

支部，开展别开生面的“月满江海·情暖

港航”中秋特色党建联建活动。

3个党支部就工作近况、服务需求、

业务联络、基层党建等方面开展了交流，

就持续保障“雪龙”号靠泊和航行安全，

提升船员操作技能等方面达成了共识。

与会党员参观了“江海驿站”职工休

息室，体验了休闲设施和对外服务功

能。在月饼DIY环节中，3个党支部的

党员相互配合，将海事的殷殷关怀和中

秋的思乡情怀“揉”进月饼，大家在欢声

笑语中共迎中秋佳节。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近日，一批中

外企业家来到花木街道联洋社区的御翠

园万丰航空俱乐部，围绕“在花木，爱花

木，为花木”深度对话。

花木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刘珏以“四块

铜板”为线索，带领大家穿梭于历史与现

实中，用生动的案例和详实的数据，勾勒

出一幅锦绣花木的宏伟蓝图。

这不仅让企业家对花木有了更深层

次的认知，更营造出一种高端、国际化的

交流氛围。通过讲述花木故事，增强企业

家对这片土地的情感认同，激发他们为花

木发展贡献力量。

活动多元推介环节亮点纷呈。进才

实验小学、进才实验中学、上海耀中浦东

校区校长先后登台，阐述办校理念，展示

花木教育资源。同时，花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和花木派出所也分别从医疗服务和

社区安全两个关键领域出发，分享花木在

提升居民生活质量、保障居民安全方面的

具体措施和显著成效，让企业家看到花木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坚定决心与实际

行动。

沙龙还特设联洋中外企业家车轮访

谈环节，中外企业家围绕花木的发展机

遇、创新合作等话题展开热烈讨论。

本报讯（记者 曹之光）9月 10日，

“发现贺慕群”展览在中华艺术宫开幕。

时值中法建交60周年，杰出华裔艺术家

贺慕群诞辰 100周年，本次展览既是对

贺慕群艺术生涯的全新解读，也是对中

法文化交流的一次致敬。

当天，贺慕群家属还向中华艺术宫

（上海美术馆）捐赠了两件珍贵佳作，这

也是贺慕群及其家属第五次向馆方捐赠

重要作品。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也

将持续活化馆藏资源，坚持国际视野，充

分发挥美术资源汇集优势，推进实施“大

美术馆计划”。

贺慕群祖籍宁波，曾在圣保罗、巴黎、

上海等地生活。她在不惑之年“留学”法

国，是自学成才的职业艺术家。1968年，

贺慕群以油画《玩具系列》于法国妇女沙

龙展上荣获大奖，在巴黎艺术界立足，随

后常应邀在欧洲各国参加展览。

本次展览精选并展出了贺慕群向中

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捐赠的重要作

品。展览还首度展出了贺慕群从未与观

众见面的《无题》一作。此次展览开幕式

上贺慕群家属捐赠的作品，为“花木系

列”中的两幅佳作。作品描绘主体为中

国式盆景，是贺慕群的纸本油彩作品，墨

和油彩混合在纸本上形成流动的笔触，

老辣而简练，也是其晚年在绘画创作技

法上的一次创新尝试。

据悉，展览期间中华艺术宫（上海美

术馆）还将推出一系列公共教育活动，包

括专家讲座、导赏、工作坊等，进一步深

化公众对贺慕群艺术价值与中法文化交

流历程的了解。

本报讯（记者 赵天予）塘桥街道禁

毒“护苗”法治教育进校园系列活动日前

启动，街道平安办联合塘桥派出所来到东

方小学，开展禁毒教育“开学第一课”，向

青少年传递“健康人生 绿色无毒”理念。

禁毒民警讲解毒品的定义、发展历

史、种类和危害，并介绍禁毒法律法规与

如何抵制毒品诱惑。针对青少年的年龄

特征，讲座重点介绍如何辨别一些伪装成

食品的新型毒品，如包装精美、色彩鲜艳、

极具迷惑性的“饼干”“巧克力”“奶茶”“跳

跳糖”等，告诫大家要保持警惕，防止落入

毒品圈套。

讲座利用案例引发学生的共鸣和思

考，例如青少年为了提高学习成绩，服用

“聪明药”，最终染上毒瘾的故事，引导学

生明确“世间无神药，努力靠自己”的观

点。讲座还通过展示仿真毒品模型、现场

答疑等环节，让青少年更直观、深刻地认

识毒品危害，增强自我保护能力。

课后，东方小学的学生手绘制作禁毒

宣传专题小报，内容详实、形式多样的小

报展现禁毒教育成果与学生们坚决远离

毒品、学会识别毒品、拒绝毒品诱惑的决

心。

下一步，塘桥街道将推出更多社区教

育进校园活动，联合社会各界力量做好青

少年教育和保护工作。

上钢探索流浪猫“五增五可”治理机制

以“治理无界”实现“宠爱有道”

公交职工、外卖员与社区居民一起手作迎佳节

喜玛拉雅热展航天沉浸艺术展

中秋期间着汉服免费游“天宫”

将中秋节日温情
送上极地科考船

中华艺术宫“发现贺慕群”展览开幕

中外企业家齐聚花木社区沙龙

艺术社区规划项目走进东明

塘桥禁毒“护苗”法治教育进校园

公交职工、外卖员和社区居民围坐一起制作手工布艺兔。 □本报记者 李继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