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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田林林··

上海故事

【新时代文明】

日前， 徐汇区田林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正式揭牌。揭牌仪式上，田林街道首次发
布了“行走中的田林红”情景党课路线，带领
广大党员参观体悟张志勇学雷锋志愿服务工
作站、蒲汇塘、田林街道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
心、文定汇“邻里汇”等街道成立 35 年来涌
现出的地标建筑， 感悟居民区党总支引领下
的多元共治， 从小区综合治理、 智慧小区建
设、生活垃圾分类、疫情防控等取得重要治理
成果的案例故事中，身临其境开展“四史”学
习教育。

田林街道成立于 1985 年，是上海典型的
大型综合性居住型社区， 目前有常住人口约
10万人，党员 7200余名。

曾获上海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最美志
愿者”称号的张志勇，就是这 7200 余位居民
党员中的一员。 自 2002年起，他坚持致力于
云南帮困助学，2014 年 6 月张志勇公益服务
社成立，从“单枪匹马做慈善”，变为“整合资

源众人帮”。 截至 2019 年年底，公益服务社
已经收到社会各界捐款 100 多万元， 爱心物
资 100多吨，惠及各类贫困学生近 5 万人、教
师 500余人。

如今， 张志勇志愿服务团队的规模不断
壮大， 已组建 22 支团队， 志愿者数量超过
800 人。 2019 年，田林街道党工委设立张志
勇学雷锋志愿服务工作站，通过捐款捐物、整
理打包爱心物资等形式，践行初心使命、参与
志愿服务， 志愿服务工作站也成为街道党员
干部的“打卡”学习基地，也是街道新时代文
明风尚的实践基地。

田林十二村是与田林街道共同成长起来
的一座老公房小区，曾经饱受群租、盗窃案高
发的困扰。 2016年小区启动智慧社区建设，4
年来小区 85 个门栋均已安装智能电子门，楼
道门栋内外均装有 2个摄像探头，可将智能识
别、门禁感知、消防预警等一系列设备嵌入社
区“智慧平台”。 2016年二季度小区安装智能

门至今，无一起盗窃案件，无群租事件发生。
近年来， 小区为失智老人佩戴上了智能

手环，一旦老人在外走失，通过手环就能快速
找回。 今年初的疫情防控工作中，这一智慧社
区系统在人员排查比对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
用，使居民安全感大大提升。 此外，田林十二
村近年来也陆续引入了智能垃圾库房、 智慧
车棚等智慧社区“新基建”。 眼下，小区湿垃
圾平均收集量达到每户 0.45 公斤，垃圾分拣
率达到 90%以上，分类投倒率超过 95%。

在田林十二村小区外蜿蜒而过的蒲汇
塘，是一条记录着田林地区发展变迁的河道，
也与田林居民的记忆密不可分。 这条南北走
向的河道已完成治理的示范段全长 1.5公里，
南至漕宝路，北至宜山路。 此前，蒲汇塘因局
部河道淤积，水体质量较差，夏季暴雨后极易
产生异味，能够在河边安全、舒适地散步，是
周边居民们最大的愿望。

去年以来， 田林街道党工委聚焦周边居

民反映的河道水质黑臭问题， 与徐汇区相关
职能部门将蒲汇塘两岸景观提升工程作为落
实整改的重要项目加快推进，通过“微党建”
“微更新”， 贯通了蒲汇塘滨河慢行系统，增
加了水岸空间的复合功能， 昔日臭水塘已成
“又甜又灵”的“小滨江”。沿途还设有“党员
先锋岗”示意牌，发挥基层党建作用，开展常
态化治理， 将沿河居民区党总支和区域党建
单位的党员、团员志愿者发动起来，共同创建
美好家园。

临近第六人民医院的田林街道社区事务
受理服务中心， 是目前徐汇区唯一一家被上
海市民政局评为 5A 等级的街道事务受理中
心。去年底刚刚完成升级改造的中心内，还设
有标识醒目的母婴室、饮水机、无障碍卫生间
和休息等候区。而物理空间升级的背后，更离
不开一线窗口人员队伍素质的提升。 中心党
支部利用业余时间组织开展新增业务专题辅
导，窗口人员相互带教、轮岗学习，通过各部
门联动打好“配合战”，共同推进窗口服务改
革迈上新台阶。

情景党课最后一站文定汇是田林街道的
“邻里汇”， 于 2017 年底基本完成建设，
2018年 8月正式投入使用。 整个邻里汇分为
6 层，建筑面积达 5000 平方米，是集社区党
群服务站、长者照护之家、老年人日间照护中
心、社区食堂、社区事务受理等功能为一体的
综合性活动场所。

文定汇内设有社区食堂、 阅览室、 棋牌
室、健身房等诸多便民设施，还设有小家电维
修、理发等相关的便民服务点。楼内还有一个
助浴室， 有需求的居民经预约可开展助浴服
务。四楼和五楼、六楼分别是老年人日间服务
中心与长者照护之家。不仅如此，这里还是社
区健康管理驿站、心理咨询室、宝宝乐亲子活
动教室、书画室、茶艺室、琴棋室、曲艺房、手
工室、烘焙室等多个活动空间，并设有社区政
务服务延伸点，不仅为周边居民提供人文、健
康、休闲、政务等服务，也让原本互不熟悉的
居民在此增进交流，建立新的“朋友圈”。

（上观新闻 文明徐汇 田林馨家园）

寻找非遗接班人 来做一盏走马灯
“864岁皮影男团”现身桂林公园喊话

□记者 俞颖

抢救濒危的民间艺术， 寻找失落的非遗
匠人；“一方皮影 一寸小人”，再次点亮了国
之瑰宝……

最近， 在桂林公园四教厅大堂内传出阵
阵演奏念唱声， 一段原汁原味的非遗表演被
完整地记录了下来。

别看迈入古稀之年的沈明泉，表演起来却
是精神抖擞，配上乐队的演奏，将罗通连战东
南西北四门武将的打斗场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随后小编跟着这位爷爷走进了他的乐
队，没想到这支“皮影男团”平均年龄竟然比
他还要年长，故事应该从幕后说起，或许比幕
前更有看头。

“一口道尽千年事，双手舞动百万兵。 ”
说起皮影艺术，大家自然不会太陌生。而这支
戏团里 11 名老艺人年龄加起来甚至达到了
864岁，由此被民间戏称为“八百天团”。

85 岁的老班主徐顺林自豪地告诉小编，
他们这个乐队阵容超级豪华。 从主演鼓板、笛
子、二胡（锣）、三弦、琵琶、铛锣（镲）到指
挥，每一个角色几乎都有专职的团员。

这是一支闻名遐迩的民间文艺社团，是
目前上海现存的唯一一支能够唱、念、白、做
的皮影团队。 2013 年，徐汇区康健街道的皮
影戏被列入第四批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
表性项目名录。

“首先要用上海本地话来演绎，普通话是
不行的，味道完全不一样，皮影拿在手里随口

讲讲，口语化是不行的，一定要有腔调语势。”
桂林皮影戏第五代传人沈明泉表示，最难

找的角色就是前场表演者。说、唱都要会，有一
定的文化底蕴和表现能力，拿的是一个什么剧
本，就是什么腔调，要快速地进入角色。

说起来，这个“桂林班”也算是历经百年
风雨，一路跌撞险些夭折。 自 20 世纪初建立
以来，经过四代人传承改进和发展，形成了江
南海派特色的民间皮影戏剧艺术。

沈明泉把皮影艺术比做电影，“看的人多
了，票房就好，如果我的票房不好了，就先从
自己内部找原因， 想办法提高演出技能或表
现形式，戏好了看的人就多了。 ”

也许在不少人看来，皮影终将是要走进博
物馆的。尽管如此，“男团们”依旧不愿放弃寻

找自己的接班人，使皮影艺术先后落户杜鹃园
小学、康健外国语实验中学等校园兴趣班。

“如今新戏曲若无新意，终将会被时代遗
忘。 ”但有一点，沈明泉毫不动摇，“老祖宗传
下来的技艺必须坚守。 ”如何做好“创新”和
“传统”，“八百天团”也在努力做尝试。

此外，大力培育社区剧团的艺术沃土，实
行周周演公益看， 让这项古老的传统艺术可
以得到良好的延续和传承。

在徐汇区康健街道，“八百天团”于每周
日上午基本功排练， 下午进行传统皮影戏的
连台本戏演出，对社区居民开放，免费让老百
姓得以观赏。

如此使得这个几近失传的非遗艺术，再
度在世人面前，开始展露光芒！ （周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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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题）

串起上海西南角这片大居 35年的荣光

蒲汇塘记录着田林地区发展变迁

【非遗在民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