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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为贯彻落实大场镇乡村振兴战略工
作规划，进一步推动优质文化资源向基
层倾斜，加大公共文化服务配送，结合大
场镇非遗文化特色，大场文化中心开展
了“非遗进乡村”活动。多家村委先后
组织村民参加了由大场镇社会事务服务
中心主办、大场镇非遗传习所配送的非
遗活动。活动受到了村民的一致好评和
赞许，让村民体验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
独特魅力。

丰明村：暖心祝福，巧编出中国结。
老师手把手指导村民们用最简单的编织

手法，边制作边讲解。 一个个精致的“中
国结”不一会儿就呈现在大家的眼前了，
一种祝福，就这样编结而成。

场中村：纸上生花，剪出艺术魅力。
一张彩纸一把剪刀， 让村民见识到了什
么叫“纸上生花”。 通过活动，让居民们
感受到剪纸的艺术魅力。

葑村村：边学边编，感受编制乐趣。
虽然初次学习感觉不容易， 但大家还是
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和耐心，琢磨中还不
忘互相帮助。 大家边学边编， 感受学习
编制中国结的乐趣。

联东村：非遗传承，活到老学到老。
阿姨们沉浸在浓厚的学习氛围中， 愿非
遗项目一代代传承下去。

丰收村：研习剪纸，满满的成就感。
参加非遗活动的村民上课时相当认真，
跟老师学习的海派剪纸，那可是上海最
古老的民间艺术之一。 在老师悉心教导
下，村民们一步步按照要求制作，最后都
完成了自己的作品。

联西村：放松身心，收获美的享受。
村民活动后， 反映这次活动不仅让大家
见识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的魅

力，更让大家放松了身心，同时还得到了
美的享受、美的熏陶。 多美好！
大场镇始终致力于为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而努力，先后开展一系列非遗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并取得了良好的社
会效应。接下来，大场文化中心还将走
进其他村开展非遗活动。此次活动不仅
助力非遗特色文化品牌提升，同时也为
乡村振兴提供精神支柱和文化营养。

今年，大场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一
方面总结去年配送情况，一方面结合去
年基层文化调研工作中的需求反馈，围
绕 2019 年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美育
在行动”的主题，开展第五届大场“潜
溪之约”文化艺术节“美育课堂”活动，
丰富市民的文化生活，提高市民的艺术
修养。

（镇社会事务服务中心）

为进一步加深市民对宝山智慧城市
建设的了解，调动市民参与智慧城市建
设活动的积极性，提升市民对智慧城市
建设的参与度，实现智慧城市建设成果
惠及民生，近日，宝山区开展第四期上海
智慧城市应用开放日，由政府机关单位
相关工作人员、智慧城市领域企业代表
及关心宝山智慧城市建设的市民组成代
表团到指定场景调研体验相关智慧应用
并发起“市民献计智慧宝山”活动。

近年来，大场镇作为宝山区智慧社
区的先行者，打造以人民为中心，实现民
生服务便捷、社会治理精准、安全可控的
社区环境，为此次开放日活动注入了别
具风格的智慧活力。市民代表团先后参
观了大场镇智能安防试点小区文华苑、
大华虎城商圈、智能垃圾分类小区经纬

泓汇地标、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平台。
参观过程中，市民代表们纷纷感叹，

原本技防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通过建立

人脸及车辆识别、门禁联网、门磁、地磁、
微卡口等系统使得高龄小区换新颜，全
覆盖治安死角，为小区治安稳定打下坚

实基础。而大华虎城智慧商圈开发的智
能停车、便民错峰停车、便捷支付、会员
权益与馈赠、商业 AR 趣味场景等也为
消费者打造了便利、智趣的生活商圈。
另外，运用智能垃圾桶，自动称重、满溢
报警并可通过扫码积分鼓励居民正确
分类的智能化垃圾分类方式也得到市民
代表团的纷纷点赞。活动的最后一
站———大场镇智慧城市运行管理中心平
台是通过智能化运行，让公安、城管、网
格、安全管理等渠道的信息在平台上实
现实时共享，实现平台之间的“无缝衔
接”并对信息进行集中处理。

参观结束后，市民当场还参与了
“市民献计智慧宝山”活动，为“智慧宝
山”建言献策，为宝山区开展下一步智
慧城市的建设出谋划策。 （上海宝山）

政府搭台 企业投入 市民参与

大场镇举行“上海智慧城市应用开放日”活动

为传承陶行知教育思想，促进学生
个性化学习和学生学分制管理，上海市
行知中学积极探索学习支持平台的建
设，与高校联动，大力建设陶行知“生活
教育”实验基地。近期，上海行知中学分
别与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
学、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华东理工
大学等知名高校合作，建立研究中心（实
验室），实践陶行知“生活教育”理念在
新时期的发展，培养学生综合实践能力。
目前完成和在建的研究中心有11个。
他们分别是：智能机器人创客中心、

河口海岸学创新实验中心、“探索蓝天”

无人机创客中心、“数制工坊”创客中
心、行知·云书院（提供线上图书资源
60 万册和选修课 217 门）、“登峰杯”
工程结构劳技创新实验室、、体质训练
中心 游泳、球类等训练中心、基因工程
创新实验室、工业版画创新实验室、天文
天象地理创新实验室、大数据数学建模
创新实验室。

新高考改革已经拉开帷幕，“两依
据一参考”的招考制度定将给上海市高
中学校带来重大变革。这是机遇，亦是
挑战。我校将继续挖掘陶行知教育思想
的新时代价值，搭建学生个性化学习平

台，探索出一个以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为
重的“行知模式”。

（上海行知中学）

十一个“生活教育”中心（实验室），满足学生们的“任性”

行知中学与高校共建学习支持平台

智能机器人创客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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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大场成中快乐联谊会 钱在芗

长乐养老院学习点主办的第
四期“学习园地”上墙啦！

2016 年 3月 8日，长乐养老
院学习点诞生，这一天是老人们
在养老院最难忘的一天。从那天
起，老人们天天盼着每个星期二，
学习点的学习日子。从此，生活
有了盼头，活动有了方向，开心有
了地方。

近日，长乐养老院组织了学
习点三周年成立座谈会，老人们
兴高采烈，发言踊跃，纷纷主动提
出要用文字把感谢养老院领导、
学习点志愿者老师的热心、爱心
表达出来，让更多人听到老人的
感激之情。

第四期“学习园地”又一次
成为老人们表达“激情”的平
台。经过学习点老师的收集、打
字、整理、美化，一大张五彩缤
纷、图文并茂，还附上作者照片的墙报，
在诸多老师的忙乎下，贴到了学习点的
门口。张贴前还举行了文章朗读仪式，
由各位老师分别朗诵了老人的作品。这
些老师都是在上海教育电视台，参加纪
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获奖征文朗诵的
“明星”演员，具有一定朗诵水平，她们
用激情、动人、嘹亮的声音，声情并茂地
朗诵着老人们的作品，字里行间，仿佛
听到了老人快乐的肺腑之言，更能体会
到老人们 3 年来在学习点的喜悦和感
激。老人们热爱学习点的事例举不胜
举，他们 3 年来从未缺席过，获得“勤
奋学员”称号的裴老先生，在病逝前一
天，还支撑着虚弱的身体，坚持要到学
习点学习。老人们坚持终身学习精神，
感动了所有的人。

长乐养老院学习点，是在大场成
中终身教育“下社区”的思想指导下，
由学校左校长亲自挂帅决策的，于
2015 年 11 月开始筹划，组建老师队
伍，招收老年学员，物色学习点骨干，
确定课目，编写教材等一系列准备工
作。因为起步较早，没有办养老院终身
教育学习点的经验，在学校和养老院
以及学习点老师在实践中不断摸索，
探讨，创新的过程中一点点积累，逐步
形成多样化老人学习的模式，并且不
断创新发展。

非遗活动进基层 乡村文化正振兴
大场镇“非遗进乡村”活动剪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