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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旸

■本报记者 范昕

“从大约两万余件藏品中，我看到以

上海为主的中国几代艺术家有大量描

述、抒写和讴歌人民的创作……”昨天，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艺术家作品中

的人民主题表达”作为中华艺术宫（上海

美术馆）全新策划的在线“艺起看”首场

云美展上线。市民梁女士带着七岁的女

儿听策展人李晓峰娓娓道来600余件展

品串起“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

故事线索、历史线索、逻辑线索，掩饰不

住内心的激动。这是入围文旅部2020-

2021年度全国美术馆优秀项目提名的

精品展览，它与大众的空中相逢，也标

志着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引领的

“大美术馆计划”正式云端起航。

近日，得益于市文旅局创新推出的

“音爱艺起”文旅特色服务品牌，市民借

由“云美展”“云文博”“云阅读”等，感受

到上海在特殊时期充满暖意、惬意和诗

意的文旅服务。其中，全市美术馆闭馆

不停展，聚焦在线服务，转战“云端”最

大限度发挥美术馆的社会美育功能，持

续传播艺术的能量。据不完全统计，这

段时间全市美术馆已新推出各类云展

览、云活动154项，在未来一周内，还将

陆续推出30余项有料又有趣的系列线

上活动。此番“云端”艺术供给之所以

如此给力，背后共享的是申城阔步发展

且渐成常态化的数字美术馆建设成果。

形形色色的美术馆云
服务让大众尽享艺术
“增值”

这段时间全市美术馆为市民“打

包”呈上的“云端”艺术盛宴其实有备而

来。中华艺术宫馆长陈翔告诉记者，美

术馆正越来越意识到线上服务的重要

性。“把线下的展览、公教活动搬到线

上，仅仅是数字美术馆的初级阶段。而

目前包括中华艺术宫在内的不少美术

馆都在探索云服务的新模式，根据数

字、云端自身的特点，进行开拓设计，以

此实现美术馆更大程度的创新。”据他

透露，“大美术馆计划”正在整合全市近

百家美术馆的线上资源，更优质、精准

地为大众源源不断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动动手指，就能“搭乘”便捷的“360

度全景看展”穿越至展览现场。最近，明

珠美术馆的“慕夏”、久事美术馆的“爱即

色彩：马克 ·夏加尔展”、艺仓美术馆的

“光 ·谱：鲍勃 ·迪伦艺术大展”等一连串

优质、热门展览，都以这样一种立体的方

式让市民百姓身临其境，充分感受优秀

艺术作品的魅力。与此同时，更多的美

术馆云服务开启形形色色的知识“彩

蛋”，让大众得以享受无论内容、媒介还

是形式都堪称多元的艺术“增值”。例

如，中华艺术宫优选以往举办过的12项

主题展览进行二次深度挖掘，对目前正

在推进的“近现代美术作品展”“创世神

话成果展”等重点展览同步加强线上策

展，邀请馆长、艺术家、策展人等进行直

播导赏，解读重点作品，分享名家们的艺

术生涯与成就；浦东美术馆以特别语音

导览让艺术穿透时空，相关小程序上艺

术家徐冰亲自讲述“天书”“猴子捞月”等

作品背后的故事，很是亲切；上海当代艺

术博物馆在哔哩哔哩账号上精选过往讲

座现场，为希望回顾与交流的美术爱好

者开辟空间，呈现重量级嘉宾对“侯赛

因 ·卡拉扬：群岛”“树，树”“丁丁与埃尔

热”等展览的深入讨论，持续提供思想

能量；刘海粟美术馆上线了“艺术小小

史——空中工作坊”，依托馆藏作品，融

通史美育推广与手工作坊形式于一身，

激发人们对于艺术的兴趣。

系统化常态化线上美
育，形成永不落幕的“大
课堂”

沪上不少美术馆“掌门人”都向记

者透露，最近一两年的线上美育正趋于

系统化、常态化。馆方主动积累高品质

数字化内容，拓展播出平台及形式，向

各个年龄与背景的公众免费开放，从而

形成随时随地可以汲取美与智识的社

会美育“大课堂”，提升艺术的能见度。

记者观察到，刘海粟美术馆已形成

不少线上美育的品牌——“小粟说展”

通过时下最热门的短视频形式，以镜头

直击美术馆最新展览现场，以旁白对展

览主题及展出作品给出全面解读与赏

析；“粟说”邀请学者、艺术家和学生等

以朗读刘海粟文集随笔的形式分享海

老的艺术经历和思想；“一件”每期邀

请一位嘉宾、围绕一件经典藏品，短时

间内尽可能深度解读视觉文化，唤起快

时代之下的慢观看。刘海粟美术馆馆

长鲍薇华坦言：“这些系列都是考虑到

时下人们的碎片化观看习惯、尤其呼应

Z世代受众需求的特别策划，不断延伸

艺术的展线。”据明珠美术馆馆长李丹

丹透露，策划阶段即考虑线上与线下双

轨传播方式，长期而系统化的积累，可

谓明珠美术馆近年来数字化建设的“思

路”。该馆围绕“风景与书”特展展开的

“书的故事”系列在线名家讲堂，为大众

搭建起可以系统学习古籍善本知识的

线上平台，入选上海市中小学生素质教

育优质在线公益课程。

线上探索给美术馆界
带来的更多想象令人期待

线上探索给美术馆界带来的更多想

象力已被看到。“这两年多里，云展览、云

美育对我们馆来说，是从陌生到熟悉再

到直接生根创作的过程。”上海当代艺术

博物馆馆长龚彦告诉记者。她举例，该

馆2020年的“青年策展人计划”就是全

部在网络平台实现的，用网络的思维、运

作和链接方式进行，而不是复制模拟实

体空间。龚彦认为，网络空间的表达形

式更丰富，便于发起更多的链接与合

作。网上海量的观众群以及他们迅速实

时反馈所产生的“直面感”，也给馆方的

策划带来更多刺激与动力。

美术馆的功能与使命是生产知识、

启发智识、陶冶情操、开发“美的生产

力”。李丹丹指出，美术馆的线上服务让

美育变得不再奢侈，人人都有可能透过

线上资源拓展自己欣赏美、创造美的意

识与能力。与此同时，她认为，与艺术原

作的面对面、人与人之间情感与思想的

交流都很难被数字技术完全代替，期待

疫情的阴霾早日过去，更多的民众从线

上“链接”到线下，真切感受艺术的魅力。

给力的线上艺术供给，共享的是申城阔步发展且渐成常态化的数字美术馆建设成果

线上服务赋能社会美育，申城“大美术馆计划”云端起航

（上接第二版）随着一车车的上海青、西

红柿、苹果、猪肉等食材运到超市后，现

场的40多名员工麻利地分拣、打包。蔬

菜包、水果包、鲜肉包等分门别类、整整

齐齐堆放。

一名员工一边看着团购单一边“报菜

名”，另一名员工则把相应食材包放入购物

车中。购物车装满，就被推至出货区。

“我们超市员工每天早上7点前来上

班，深夜10点才下班，就是为了把食物尽快

送到居民手中。”华润万家上海公司党委副

书记沈惠琴表示。

打开小程序，记者发现，蔬菜包、鲜肉

包、水果包、米油包等组合十分丰富，此外

还有方便面、鸡蛋、牛奶等食品，价格在20

至150元不等。

家住七宝镇佳宝三村的方女士，第一

次购买就选择了26元的蔬菜包。“这价格比

一般菜市场还要便宜一些！”

“上海居民对绿叶菜消耗较快，我们专

门设计了这种组合，26元那么一大包，基本

不赚钱。”沈惠琴说。

邮递员加入，专业力量缓解
运力紧张

小程序上，还有一款重达15公斤的“蔬

菜大包”，148元的价值包括了茼蒿、胡萝

卜、西葫芦、卷心菜等14种蔬菜。“推出蔬菜

大包，也是迎合了居民们购买一次吃上几

天的需求。”

超市人手紧张以外，快递运力紧张也

是当前电商平台的瓶颈。自3月21日起，

经镇政府协调，七宝邮政支局派出80余名

邮递员加入配送队伍。

“今天邮递员投递了超过2000份食

材包。”七宝邮政支局局长张雷告诉记

者，封控小区的哪个门可以投递，如何设

计最优路线，邮递员是十分专业的，“普

通志愿者投递一份的时间，邮递员能投

递5份”。

目前，这些邮递员每天从清晨6点工作

到深夜10点，吃住都在单位。“投身疫情防

控保障工作，所有人表示会尽自己一份力

量。”张雷说。

当前，七宝镇采取了“1+X”模式保供，

“1”就是华润万家电商平台，选择华润主

要是其充足的货源渠道和强力的物流保

障；“X”包括盒马、家乐福等平台，它们用

不同方式和小区对接，保障居家群众的

“菜篮子”。

七宝推出“社群+网团”模式 上线4天服务逾10万居民

作为父母，总会有种种困惑：当孩

子情绪不振时，到底该施予援手还是放

手“静一静”？究竟是当“虎妈”还是

“羊爸”？什么样的家庭氛围有利于孩子

的成长？

疫情之下，这些问号更是盘踞在居

家网课环境里，近距离亲子相处的学问

成了许多家庭的必修课。《家是另一个

学校——给父母的 12种家庭教育能

力》《父母的5堂必修课：家庭教育的

心理学智慧》《父母如何做孩子习惯

好：在爱与管之间培养孩子》等著作指

出：不妨放下“木匠型”爸妈的执念，

做“园丁型”“成长型”父母。

“过去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比

喻：孩子是一张白纸，未来图画的美丽

或丑陋是父母描绘的结果，孩子需要我

们去训化、去教导、去塑造。这种观点

里教育是单向的，现在我们更多地认为

孩子是独立的存在，他拥有自己看待世

界的方式和思考角度。家长必须看到孩

子是教育活动中一个主要的变量，影响

着各个环节。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他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属于自己的内在使

命。”教育专家、注册心理师张雯希望

家长通过对“元能力”的学习，促进自

我反思和建构能力的提升，成为新时代

有思辨能力的父母。

呵护天性，避免一心
把孩子雕琢成自己希望的
模样

有声音认为，当下家长的一大痛

点，就是偏执地认为“我们可以把孩子

培养成预设的模样”，结果过于纠结孩

子的早期成就和学习成绩，却忽略了其

个人兴趣、成长规律和身心健康，闹得

身心俱疲。

身为两个孩子的父母，刘晓、程毅合

著了《家是另一个学校》，书中建议：我们

要放下“木匠型”父母的执念，不要一心

想着要把孩子雕琢成自己希望的模样；

更应给孩子成长空间，做“园丁型”父母，

呵护孩子的天性和特色，多鼓励孩子追

求热爱的事情。“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

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意义。凡有所学，皆

成性格，把时间轴拉长到人生的长度来

看，孩子热爱的事情一定有其价值和意

义。”书中提炼分析了12种家庭教育能

力，比如突出陪伴，让管教更科学，形成

丰富的家庭精神家园。

刘晓打了个比方：家庭本身就是一

所大学堂，父母应和孩子一起成长。她

结合多年育儿经验分享了“私家锦

囊”。比如，睡觉前她会拿出笔记本写

每日反思，分别列出“我最近要少做的

事情”“最近要多做的事情”。前者包括

提高嗓门跟孩子争辩；把孩子的周末排

得满满的；跟孩子说话态度严肃，没有

笑脸。经过反思，她决定做出改变——

每天给孩子写一张感谢条；每天跟孩子

有15分钟独处时间，专心聆听；每天

给他一分钟的拥抱，看着他的眼睛告诉

他我多么欣赏他。

而家庭教育的另一痛点是如何跳出

惯性思维。比如家庭成员之间容易产生

教育理念上的分歧，“公说公有理，婆

说婆有理，到底听谁的呢？家长们在信

息爆炸的今天，表现出比以往信息匮乏

年代更多的迷惘。一些父母有时候会陷

入‘越学习越迷茫’的泥淖，知道的管

教方法越多，应用起来似乎越没有效

果。面对困惑，并没有一套教育理论或

者方法可以套用到所有孩子身上。”有

学者提醒，世界和时代日新月异地变化

着，我们的教育观念却大多建立在自己

的成长经历上，或者沿袭上辈人的教育

理念。在刘晓看来，现在养育孩子是一

项艰难的工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

战。“家长只有不断学习，换位思考，

从更高层面理解家庭矛盾的根源，批判

地接收书本上的信息，针对个人情况做

出适当调整。”

与其在孩子身上使劲
儿，倒不如在自己身上使
劲儿

越来越多家长意识到，与孩子特别

是跟青春期少年交流需要技巧。教育，

不能只有教，没有育；不厌其烦讲大道

理并不是沟通，遇到性格强硬的孩子，

还会适得其反。针对常见的家庭教育困

扰，《父母的5堂必修课：家庭教育的

心理学智慧》从心理发展的视角给予分

析探讨，理解孩子问题行为背后的本

质，帮助父母看到自身成长的空间，从

家庭关系视角提供综合的解决途径。

“很多人对情绪的认识有误解，常

常认为自己应该修炼到喜怒不形于色是

最好的，但其实不是。”张雯认为，我

们需要保有丰富的情绪感受力，同时能

够保持情绪的稳定性。因此与孩子沟通

时，拥有较好容纳能力的父母意味着能

接纳孩子的本性，对养育过程中的挫折

有一定承受力，能容忍未知的和不确定

的事件，并努力理解和消化来自自己、

孩子以及双方关系中的种种反应。

因此，作为父母，与其在孩子身上

使劲儿，倒不如在自己身上使劲儿。正

如印度先知萨古鲁说的，只有把自己照

顾好了，才能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家是

孩子和爸爸妈妈一起成长的地方，“虽

然我也认可技术方法在解决问题上的重

要性，但方法一定要为理念服务才

行”。张雯结合她平时接触的咨询案例

强调，这个时代的家长缺少的不是具体

理论和方法，而是缺少自己对家庭教育

中一些本质问题的思考。有些困境的破

解，不是依赖技术方法，而是需要家长

认清自己的特点和长短板，突破人格层

面的局限，从自身成长角度带动问题的

解决。她呼吁：让家长们有机会看见真

实的孩子，同时也能看见真实的自己。

疫情之下居家网课拉近亲子距离，家庭教育话题广受关注，心理学专家支招——

放下“木匠型”爸妈的执念，做“园丁型”“成长型”父母

▲中华艺术宫（上海美术馆）全新策划的在线“艺起看”首场云美展截屏。

 刘海粟美术馆“艺术小小史——空中工作坊”截屏。 制图：冯晓瑜

（上接第二版）

“娘子军”：为老人解燃
眉之急

疫情当下，“一老”这一重点群

体的服务保障格外牵动人心。小区

封闭管理了，独居老人能不能按时

吃上饭，突然生病怎么办？在浦东

新区新场镇，一支爱心志愿服务队

火速集结，为老人们解了不少燃眉

之急。

平日里，新场镇社区综合服务中

心和慈善超市的工作人员经常和社

区老年居民打交道。疫情防控进入

关键期，她们总想为老人实实在在做

点什么。当机立断，6名组员迅速组

建了一支“娘子军”——为老志愿服

务队，随时待命。

团队的主要职责是针对闭环管

理区域内的60岁以上老人开展个性

化服务，包括代购蔬菜和日用品、代

配常用药、解决老人实际困难等内

容。6个人又两两一组，形成3个小

分队，给不同闭环管理区域内的老人

逐一打电话，了解对方需求。

古春苑正处于封控管理，这里是

拆迁小区，老人居多。其中一位老奶

奶住26号楼，正担心着常服药要吃

完了，就接到了志愿者主动打来的询

问电话。认真记录下5种药品的名

称后，志愿队员赶往医院，配齐后又

火速送到老人楼下。而一些居民家

中的口粮蔬菜一时间断了货，为老志

愿服务队的队员也自告奋勇，临时

“客串”快递，助力居委会做好后勤保

障工作。

这一阵，新场社区长者照护之

家处于闭环管理，护理员们为更好

照顾老人，舍小家为大家，一直在闭

环中坚守着。没想到，其中一名护

理员突发血尿，并伴有肚子疼。眼

见状况十分危急，一通救助电话打

到了为老志愿服务队。当时120救

护车的运送任务重，排单需要等较

长时间，志愿者和镇社建办负责人

沟通后，主动请缨送护理员去医院

就诊。

“不要急，有我们呢，放心！”遇上

需要帮助的居民，这几乎成了为老志

愿服务队的开场白，“虽说这份工作

蛮辛苦蛮累的，但能帮到居民，心里

也是暖暖的。”

保洁员：从滞留者到志
愿者

十天前，陈宏连、潘玉英、江金

珍、陈连娟4名保洁阿姨和往常一

样，清晨5点多就来到她们负责的书

院镇某小区，开始了当天的日常清

洁。可工作还没做完，小区却被封闭

管理了。

要知道，4个人在小区里并没有

居住场所，封闭管理期间的吃住该怎

么解决？居委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

立即腾出小区物业的房子，作为她们

的临时居住场所，还提供一日三餐。

后顾之忧解除了，看着小区志愿

者和工作人员忙碌的身影，4名保洁

阿姨当即决定承担一些力所能及的

工作，于是又重新干起了自己的老本

行——道路保洁和垃圾清运。

小区封闭管理后，生活垃圾量要

比平常多出不少。大家一合计，又揽

下了封控楼道内的垃圾清运。

每天早晨，穿上厚厚的防护服，

再做好消杀之后，她们的身影就会出

现在楼道内。说起从滞留者到志愿

者的经历，她们的回答特别朴实：“这

些工作总归需要有人来做，况且也只

是做了我们的本职工作。”

准妈妈：当起物业“接
线员”
“这段时间尽量不要外出，相信

疫情很快就会过去……”每次接通电

话或者帮助居民充完燃气卡后，盛英

子总会这么叮嘱一句。

小盛是书院镇某物业公司的一

名工作人员，她平常工作的地方并不

在这个封控小区内。“我想小区封控

了，物业肯定人员紧缺，我又住在这

里，业务也熟悉，肯定有帮得上忙的

地方”。于是，怀孕5个多月的她主

动联系物业经理，表达了想去帮忙的

想法。

考虑到她是一名准妈妈，物业经

理给小盛安排了后勤工作。这几天，

她总是第一个到岗，按时值守物业办

公点。

“我主要负责当‘接线员’，帮忙

登记物业报修接单、人员联系、维

持小区物业的正常运转，有时还要

替一些老人为燃气卡充值。”盛英

子笑着告诉记者，“虽然我现在行

动不是很方便，但也希望能尽己所

能做一个社区志愿者，帮助大家分

担一点，正好可以给肚子里的宝宝

做个好榜样。”

每一份守护，汇聚成硬核抗疫力量

（上接第二版）“由于订单更加集中，4个前

置仓一天就完成约1万余订单，人均配送能

力提升30%。”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说。

“一车直达”和24小时电
话，化解老人买菜难

小区封闭多天，买菜最难的是那些不

太“触网”的老人。“集单模式”和“保供套

餐”能缓解集中配送的运力问题，但对于不

会“定时抢菜”、也不擅长社区团购的老人

来说，有没有更简单的采买方式？

具备“一车多址”功能的流动餐车近日

变身流动“菜”车，紧急上岗了。自3月19

日起，百联逸刻流动餐车车长张明珠每天

都“超长待机”12小时，她所在的这个“流动

摊位”，每天8时准时停在第一个点位，“我

们会在每个目标封控小区停留1.5至2小

时，然后再用半小时补货，这样每天可以服

务四五个小区，提升服务效率。”

“前来购买的以老年人为主。”张明珠

告诉记者，考虑到居民对蔬菜瓜果的需求

量大，逸刻推出了售价30元的蔬菜组合包

以及售价40元的水果组合包，连夜提前打

包装箱，方便市民购买，也缩短采购时长。

中午时分，逸刻流动餐车开到景谷路558弄

城邦三街坊小区，受到老年居民的欢迎，但

货品很快告急，好在利用周边门店优势，半

小时后，物流补给车就送来了200份补货。

来自逸刻的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流动

“菜”车已为黄浦、闵行、杨浦、浦东4个区超

过15个小区提供物资保障，服务居民超过

4000户。

除了“一车直送”的免上网模式外，不

少企业的热线电话也24小时畅通保供应。

封控第6天，家住黄浦区鲁班路附近的马老

先生通过东方购物电话订购，买到了蔬菜

套餐，这让他喜出望外。东方购物运营服

务中心副总经理朱彦表示，了解到老年人

的困难，东方购物用电话方式联系重点封

控地区的消费者，过去4天已送出近3000

份蔬菜套餐，其中近一半顾客是60岁以上

老人。

此外，农工商超市集团也开设了96896

消费者服务热线，可实现24小时在线预

订。热线平台将结合顾客家庭地址，利用

电子地图实现与门店的最优匹配，调配就

近门店货源，满足顾客的生活需求。

老人买菜不再难 流动“菜”车开到社区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