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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小火星（曹家渡居民）

每年的 7 月 20 日是“人类月球日”。 今年
距离人类首次成功登月已经过去了整整五十

年。 浩瀚无垠的宇宙一直以来承载着人类极
度的热忱与好奇心， 也因此应运而生出了许
多以太空探索为题材的科幻电影作品。 由阿
方索·卡隆执导的《地心引力》是近几年水准
极高，制作精良，寓意深刻的一部佳作。

影片获得第 86 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
剪辑、最佳摄影等七项大奖。该片讲述了一位
宇航员在为哈勃望远镜维修时遭遇了太空碎

片的袭击，超高速飞行的大量碎片迎面而来，

致使航天飞机受损严重， 也让宇航员的生命
危在旦夕。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其他同伴相继
丧生，在这部“密闭空间”式的影片里人物极
少， 影片后半部分几乎只有女主角一人的独
角戏，她将面对的是“黑暗无边”的太空和自
身内心深处的孤独与恐惧。

中国古人一直以来推崇“天人合一”的哲
学理论， 足以道出人类与宇宙之间的奇妙关
联，而且人类也始终没有停止对宇宙的遐想和
渴望，其根源或许能在分析心理学创始人荣格
建立的“集体无意识”理论体系里得到答案。集
体无意识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

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而之所以
能代代相传，正因为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
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这部电影就像是一件象
征性作品，它使人们看到人类原始意识里的意
象或遥远的回声，形成顿悟产生美感。

影片一开始， 导演就运用了自己最擅长
的长镜头带领观众进入了一个瑰丽惊艳的太

空世界。 在这一长镜头里，导演娴熟自如的镜

头切换，层层递进视觉的焦点，增强了视效体验
的同时，也引导观影者“身临其境”地感受太空
的宽广。 本片与其说是一部太空科幻片，不如
说是一部人类自我思考与内心探索的影片。 当
女主角历经千辛万苦，最终克服所有困难成功
着陆，重重地躺在岸边时，那份深深的眷恋化为
了至高的信念，治愈了创伤也坚定了未来。

科幻作家刘慈欣回忆他当年读完《2001
太空漫游》后感慨道：突然感觉周围的一切都
消失了，壮丽的星空下只有我一个人站着，孤
独地面对人类头脑无法把握的巨大神秘。 于
是他走上了科幻写作之路。 斯蒂芬·霍金也曾
讲过，“人类自身不过是宇宙中一些基本粒子
的组合，所以不要忘了抬头看星空。 ”这位伟
大的科学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句名言即是：
“保持好奇心。 ”

生活不仅只有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
方。 也许你会路过漫无止境的寒冷和孤独，但
这是一场茫茫的“非凡”旅程，请保持好奇心
和接受挑战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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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非凡”的旅程
家住曹家渡的刘小姐（笔名：小火星），十多年前从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学成归来，目前在

外企从事品牌营销及市场传播管理工作。
平时，她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电影，除观摩院线上映的影片和历年的优秀作品外，还极其

关注国内外电影节的各项相关活动和赛事，现为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员、心理咨询师执业
联盟成员。 她希望电影专栏可以给读者带来一份欢愉，一份感悟。

电影作为现代八大艺术中最年轻的成员，从 1895 年诞生至今已有 124 年的历史。 回顾整个电影发展史，一代代电影人为了心中的梦想，拍
出了无数脍炙人口的佳作。 无论是最新热映的影片，还是百年前的老片，尽管影片拍摄的年代相去久远，但通过电影反映的人类普遍情感却是相
通的，那就是关于爱、平等、包容和富有同情心的普世价值观。

小火星

垃圾分类模范小区是如何炼成的
桂花园小区业主全员宣传，居民自治推动垃圾分类

□记者 朱杰

2014 年静安桂花园小区开启了垃圾分
类工作，经过 5年时间，小区居民的垃圾分类
意识不断提高，与此同时也涌现了多支志愿
者团队，参与小区的日常管理和自治工作。如
今，在其他小区还在为撤桶而忙碌的时候，该
小区居民已经养成了定时定点投放垃圾的习
惯，不需要志愿者协助。站在小区垃圾投放点
旁，你甚至都闻不到一丝异味。

建立租户微信群
垃圾分类“不留尾巴”

2016 年，记者曾来到桂花园小区，听小
区党支部书记盛新华讲述小区垃圾分类取得
的收获。小区有两栋楼房，分别是 6号楼和
12 号楼，每栋楼都有 24 层，总户数有 157
户。那个时候，小区 97%的居民已经做到垃圾
分类，但剩余的 3%就是做不好，留了一个
“尾巴”。

从今年 1月至 6月底，小区志愿者不断
地向居民宣传《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
内容，并将小区流动租户和以前几户“老大
难”列为了重点宣传对象。志愿者在做入户宣
传时，就明确提出个人如不按规范投放垃圾，
将面临罚款的风险。通过持续的宣传，7月 1
日《条例》正式施行后，小区剩余 3%的居民
也做到位了。

盛新华打开手机微信，展示了她组建的
几个微信群。记者看到，从人数只有两三人的
小群，到有几十人的大群，大大小小的微信群
不下 10多个。她谈到，在小区 157户人家里
就有 30%是租户，小区的房型又都是大套间，
所以人口流动率高、人口密度大是小区的一
大特点。

针对小区里的流动租户，她建立了新租
户群，目前成员有 22人。该群成员也是流动
的，老租户在退户前将新租户介绍入群，新租
户入群后，盛新华都是第一时间发布垃圾分
类注意事项，包括每天的投放时间、干湿垃圾
分离，湿垃圾除袋等等，另外还将小区物业和
门卫的电话一并告知新租户，短短 400 字就
把做好垃圾分类的关键点讲清楚了，让租户
们一目了然。

在 30%的租户里又有一部分是外国人。
对此，小区志愿者团队积极想出对策，让懂英
文的青年志愿者翻译 400 字的注意事项，然
后打印成一张张单页放在门卫室，并在门卫

室张贴告知，如外国租户需要获取垃圾分类
的信息，可到门卫室领取。

除了经常联络的几个群外，盛新华还组
建了几个小群，用于单独解决个别突出问题。
今年 1月下旬，居住在小区 6号楼 5楼的一
户外国租户，家政人员在清扫垃圾时把好几
包生活垃圾堆在了消防通道，被楼层志愿者
看到后就拍照取证。盛新华接到消息后，就在
第一时间组建了小群，群成员有房东的代理
人还有居委干部，通过微信最后联系上了人
在美国的房东，让房东和外国租户说明情况，
最后事情得以解决。

目前小区两栋楼每层都有相应的楼层志
愿者，志愿者们和物业紧密配合，盛新华作为
协调人负责沟通工作。小区里哪里有垃圾，不
管是“有主垃圾”还是“无主垃圾”，只要是
被志愿者发现就会立即拍照上传微信群。通
过这种快速处理机制，小区里的楼道堆物几
乎没有了，楼道里的卫生清洁更有保障。

垃圾越分越细
自治团队共同成长

经介绍，桂花园小区在 2015年 1 月起就
开始尝试垃圾分类精细化管理，之后又对“可

回收物”进行了单独细分。记者在小区垃圾投
放点看到，小区垃圾投放时间是早上 6点至
9点，晚上 6点至 9点，早晚各 3小时。在非
投放时间，干湿垃圾桶上都罩着一块布罩，上
面印有投放时间。

在干湿垃圾桶的背面，又放有若干只垃
圾桶，方便居民投放玻璃制品、铁制物品、废
纸、纸盒等可回收物。盛新华介绍说，之所以
这样做一是为了减轻保洁员的工作负担，调
动他们的积极性，二是让居民增强分拣意识。
这项举措推出后，纷纷得到了小区居民的积
极响应。

小区未来的目标是要把垃圾越分越细，
如一只矿泉水瓶子就能拆分出三类垃圾，瓶
身、瓶盖和包装膜。此外，居民在投放牛奶盒
和塑料瓶前，还要先洗净瓶子，压扁后再投入
对应的垃圾桶。

在小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 5 年里，小
区的自治团队也得到了发展。这些团队伴随
着垃圾分类一起成长。如今，小区有垃圾分类
志愿者、平安志愿者、小区议事小组、小伙伴
志愿者等 12支志愿者团队，成为小区自治管
理的中坚力量。

小区物业费是 1.44 元 / 平方米 / 月，而
小区绿化管理和维护需要人员和资金支持，

老靠物业费显然不够。因此，小区在 2014 年
就组建了绿化志愿者团队，通过认建认养的
方式，让居民自发维护小区的绿化，定期清除
绿化带里的野草，并在 6号楼 4楼开辟了楼
顶花园，种植各类花卉和蔬菜水果，既美化了
小区环境又增强了小区凝聚力。

8月 10 日，志愿者团队们在 6号楼一楼
大堂，举行了垃圾分类 5周年纪念活动。“垃
圾分类新时尚、绿色分类我先行”是这次活动
的主题。纪念活动年年搞，但今年的活动和往
年都不一样。活动还有文艺表演环节，男声团
队用歌声抒发对美好生活的寄托，小伙伴志
愿者的学生代表，亲情朗诵了各自参加志愿
服务的收获。最后大家合唱一首《感恩》，将
活动气氛推向了高潮，让感恩在孩子们的心
中扎根。
活动现场，每户人家都能领到一份“四件

套”，一包绿豆、一袋冰糖、一包垃圾袋和一盒
抽纸。这些免费赠送给居民的礼品，都是来自
小区志愿者自筹的自治金。盛新华表示，垃圾
分类做了 5年，小区志愿者团队也一同成长
了，垃圾分类做得好不是靠一个人，而是需要
大家的积极参与。她觉得，生活在桂花园小区
的居民是幸福的，大家齐心协力都为小区尽
一份自己的力量。

桂花园小区垃圾投放点

小区居民投放垃圾

家长带领孩子参加垃圾分类 55 周年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