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由于人手短
缺， 节前运营人员
已对问题车辆排查
了一遍。 春节里除
了一些紧 急 调 度
外 ， 他 们 的 重 点
工 作 就 是 把 违 停
车 辆 归 位 。 张 泽
主 喜 欢 把 车 规 整
排列，“车停得整整
齐齐， 城市看上去
才舒服”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从“指尖上的非遗”中感受年味
新年活动让孩子们体会传统文化的酷劲儿和活力

本报讯 （记者李婷）“过年做传统的

手工好有意思啊！ ”“这些非物质文化遗

产作品好酷！ ”农历新年的头几天，上海

市 少 年 儿 童 图 书 馆 内 欢 声 笑 语 一 片 。
2017 年“传承非遗 点亮童心”新年活动

在这里拉开帷幕，中国结艺、灯彩艺术、
易拉罐画、手工织布、江南面塑、龙凤字

画、棕编艺术、彩绘油纸伞……一项项独

具匠心的非遗艺术，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

受到了传统手工艺的精妙， 并有了动手

试一试的机会。这些“指尖上的非遗”，让
孩子感受传统文化的酷劲儿和活力。

记者在现场看到， 除展示非遗艺术

外，非遗传承人现场教学演示非遗项目，
以及教小朋友们动手做非遗作品的环节

最受欢迎。 一位小朋友正在现场跟着非

遗传承人学织布。 织布机现在已经很难

看到了，很多小朋友只在课本里读过“唧
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 不闻机杼声，唯
闻女叹息”，却没听过“机杼声”。 别看织

布机动作简单，却能将丝线变成布匹，动

手参与让不少小朋友感受到祖 先 的 智

慧。而棕编艺术精致的编织工艺，更让许

多人赞叹不已。据说，棕编源自用棕叶丝

和棕绳制作的蓑衣， 表现江南渔家生活

场景的名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

不须归”脍炙人口，也让棕编多了一份诗

情画意。 小朋友熟悉的简单棕编工艺品

有蚱蜢、蜻蜓等，而在少儿图书馆展示的

复杂棕编，则是作品“中国龙”，其中涉及

的棕编工艺复杂， 而材质本身厚重的颜

色则让这条由“草”编制的龙不怒自威。
据了解， 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在

每年农历新年之际， 都会推出传承传统

文明的现场参与活动，至今已是第三年。
此次活动从年初二持续到年初五， 每天

的主角是不同的非遗项目。 上海市少年

儿童图书馆副馆长卢秋勤说， 非遗艺术

的产生与中国的节日密不可分， 在中国

最传统的新春佳节， 希望以这样的形式

让更多小朋友能去了解本土非遗， 传承

传统文化。

上海网约车驾驶员考试即将启动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昨天

获悉， 在去年 12 月 26 日首日提交上海

市网约车驾驶员背景审查的申请人， 这

几天已经陆续收到了结果。 下一步， 合

格的申请人可以报名参加本市网约车驾

驶员从业资格考试。
据介绍， 背景审查的有效期为一年，

申请人需携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驾驶

证原件及复印件、 户口簿含有申报人信

息页的复印件、 《上海市网络预约出租

汽车驾驶员人员背景审查申请表》、 《上

海市网约车驾驶员人员背景审查申请回

执》， 前往 6 个报名点报名考试， 获取网

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 考试包括全国公共

科目和区域科目两门考试。
从此前杭州、 宁波、 广州等地举行

网约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考试的 结 果 来

看， 通过率较低。 对此， 有业内人士表

示， 通过率低只是暂时的现象， 就像当

初驾驶证改革后的考试一样， 起初大家

都说 “难 ”， 随着政策和题库的完善 ，
问题都迎刃而解了。

申城今起开通30条返程春运专线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市交通委

提醒， 为缓解返程客流压力， 从今天起

本市将开通 30 条返程春运专线， 覆盖

虹桥交通枢纽 ， 浦东机场 ， 铁 路 上 海

站、 上海南站、 上海西站， 石洞口码头

等重要枢纽站点。 其中， 春运 6 线、 9
线、 10 线营运截止时间为 2 月 13 日 ，
其余线路截止时间为 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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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台上
身影忙

春节期间， 申城地铁职工放

弃休息， 加班加点， 保障市民出

行。 图①： 列车即将启动， 司机

确认所有车门已正常关闭 ，然后

才进入驾驶室启动列车 。 图②：
列车飞驰而去， 站务员在站台值

守。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影报道

左 图 ： 年初二下午，
张泽主在新江湾城地铁站

附近摆放共享单车。
本报记者 徐晶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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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 广告

车停整齐，城市看上去才舒服
根据假期单车使用习惯，一群“90 后”承担起“绿色出行”维护任务

深夜 11 点， 张泽主和往常一样骑

着摩拜单车在五角场附近 “巡逻”。 原

以为春节期间很少有人会骑车， 绕了

一圈才发现， 五角场商圈不少停车点

的单车已经不多了———聚餐过后 ， 大

量住在附近的居民骑着 “小桔” “小

黄” “小蓝” 回家了。
从去年 4 月摩拜单车进入上海开

始 ， 申 城 掀 起 了 一 股 共 享 单 车 风 潮 。
共享单车问世后的第一个春节， 像张

泽主一样， 一群 “90 后” 承担起了维

护单车的 “绿色任务”。

快速应变， 紧急调整投
放满足新需求

作为摩拜单车一线运营人员 ， 张

泽主负责维护杨浦区近一万辆共享单

车。 他告诉记者， 平日工作由三部分

组 成 ， 即 车 辆 投 放 、 问 题 车 辆 干 预 、
违停车辆调度和处理。 做得多了 ， 便

摸出了规律。 “共享单车的使用高峰

通常出现在早上 8 点前和晚上 6 点后，
以居民小区往返地铁站为主。”

到了春节， 规律变了 。 “用车高

峰分成了好几段。” 张泽主告诉记者，
第 一 段 高 峰 是 早 上 10 点 多 和 下 午 2

点 左 右 ， 第 二 段 高 峰 是 下 午 4 点 多

和 晚 餐 后 ，而 且 骑 行 路 线 也 变 了———
很 多 人 都 是 从 居 民 小 区 直 接 骑 到 商

圈附近 。
“根据春节假期居民出行时间和

路线的变化， 我们紧急调整了车辆投

放 。” 除 夕 晚 上 ， 趁 着 大 家 都 在 商 圈

团聚吃年夜饭， 张泽主快速应变 ， 与

其他几位运营人员一同将放置在地铁

口暂时不用的单车调度到商圈附近的

停车点。 果不其然， 晚上八九点钟出

现 了 第 一 波 用 车 出 行 人 群 ； 到 了 深

夜， 第二波跨年人群也来取车了。
“我家在复旦大学旁边 ， 亲戚朋

友每年都相聚在五角场吃年夜饭 ， 距

离不尴不尬， 以前打车回家要等候半

小 时 ， 而 现 在 一 家 三 口 骑 共 享 单 车 ，
十 分 钟 到 家 ， 蛮 好 。” 一 位 市 民告诉

小张。
张泽主向记者介绍 ， 由于人手短

缺， 节前运营人员已对问题车辆排查

了一遍。 春节里除了一些紧急调度外，
他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把违停车辆归位。
负责杨浦区的张泽主很清楚违停车的

高发地， 比如控江路医院门口、 五角

场蓝天宾馆和东方商厦一带。 人们吃

饭时， 张泽主就会到那些地方去把车

“捞出来”， 搬到白色停车线内。 他喜

欢把车规整排列， “车停得整整齐齐，
城市看上去才舒服。”

做人民广场客流的“搬运工”
春节期间， 上海平时最繁忙的人民

广场地铁站正逢封站改造， 1 号线、 8 号

线过站不停。 尽管如此， 这个上海 “心
脏地带” 依然是这些天客流量最大的地

方之一。
“人民广场站两条线路封站了，很

多人要靠共享单车充当短驳工具。 ”朱

瞳乐呵呵地说。 春节期间，他与另两位

小伙伴都留在上海，单独组成一支小分

队， 重点调度人民广场附近的共享单

车 ，“与人民广场站相隔一站的总共 6
个站点，我们在这些区域大幅增加了共

享车辆供给，全天候派人值守，一旦车

辆短缺，立刻就会补上。 ”
事实证明这个决策是正确的 。 记

者在 8 号线大世界站发现， 这里用车

十分频繁。 一对从武汉来沪旅游的小

夫妻正在开锁， 他们准备从豫园到人

民广场附近去购物， 进了 8 号线被告

知人民广场站封站， 便折返出来骑车。
把人流从周边地铁站 “搬 ” 到人

民广场， 还要 “搬” 回去。 朱瞳告诉

记者， 春节期间在人民广场商圈的来

福士广场、 新世界城附近都增加了车

辆投放， 以解决市民短途换乘需求。
“春节假期七天都要值班，过完节

后才能回一趟西安老家。 ”张泽主告诉

记者。

过年不回家的劳动者

让“爱心伞”像蒲公英随风飞扬
(上接第一版)

这 些 红 色 爱 心 伞 很 快 将 成 为 沪 东

社区的又一道风景 。 未来 ， 沪 东 社 区

还 将 不 断 新 增 条 目 ， 通 过 爱 心 伞 和

“小 目 标 ” 的 传 递 ， 让 这 些 切 实 可 行

的 “修身之举 ” 融入社区居民 的 日 常

生活 。
“爱心伞是我们今年全新的尝试。”

邓亮表示 ， 通过向居民 “众筹 ” 小 目

标， 等于把社区 “一年两季” 的微心愿

活动在时间与空间中不断延伸， 让社区

居民广泛参与的设想化作行动。

升级版传递正能量

从单线的 “送温暖”， 到众筹式的

立下 “小目标”， 爱心伞可以说是沪东

社区传递正能量的 “升级版”。
起 源 于 2014 年 的 “沪 东 微 心 愿 ”

活动， 每次征集社区百姓千元以下的微

小心愿， 发动社区力量对接圆梦： 夏送

风扇冬赠暖、 定制轮椅助出行、 亲手摸

摸南极冰、 云南孩童登明珠、 四川果农

展愁眉……三年多来， “沪东微心愿”
以每年两季的节奏不断拓展， 从第一季

的 38 个， 到第五季已经完成了 572 个

心愿。 特别是在每一季微心愿的启动仪

式现场， 数百位社区居民聚在一起， 摇

动手机， 秒抢一批 “现场心愿”， 每每

掀起爱心汇聚的热潮， 已成为沪东社区

百姓期盼的节日。
见微知著， 滴水阳光。 “沪东微心

愿 ” 从细微处着手 ， 却如同一 面 放 大

镜， 照暖人心。 随着 “沪东微心愿” 活

动的不断深入， 越来越多人文内涵被注

入进来， 微心愿的内容也从原本的 “送
温暖” 快速升级。

“我们社区居民的需求也不再都是

物质的帮助，而是有情感的交流、生活的

互动。‘沪东微心愿’活动开展六季以来，
个人的心愿少了，公众的心愿多了；物质

的心愿少了，精神的心愿多了。 ”据沪东

新村街道党工委书记董建敏介绍， 沪东

通过这些年的微心愿活动， 形成了人人

参与其中，为许愿人圆梦的和谐氛围。

“蓝蝴蝶”找爸爸 “大眼睛”湿润润
(上接第一版)爸爸呀，啥时才让我看见，
你的眼睛，嘴巴和肩膀。 ”当饰演“大顺

子”的演员周蕾唱起这首动情的RAP（说
唱）时，她在台上看见，很多小观众大眼

睛里湿润润的，泛着泪花使劲鼓掌。
这样的场景令中福会儿艺院长、《蓝

蝴蝶》 艺术总监蔡金萍很受触动，“留守

儿童也好，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也好，他们

最大的痛苦是情感的饥渴， 爱孩子就是

要给他们爱的情感，这是不分‘留守’和

‘不留守’的。 ”

为了孩子的欢笑 ，“大顺
子”把屁股坐疼了

儿童剧《蓝蝴蝶》是中福会儿童艺术

剧院建院70周年献演剧目， 也是上海文

艺创作“百部精品”之一，由国家一级编

剧欧阳逸冰、文华奖得主导演胡宗琪，国
家一级舞台设计师黄楷夫等优秀舞台工

作者联手打造。

每次演出后， 总会有小观众偷偷跑

到后台或教室里看演员们卸妆， 他们感

到新鲜好奇。“哇，原来大顺子是个女的”
“坏蛋叔叔卸下面具原来并不丑啊”……
每每这时， 周蕾和剧组其他成员都会向

他们报以鬼脸， 并且回答他们提出的任

何有趣的问题。 台上活泼可爱的男孩“大
顺子” 已经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了。 排练

中， 导演胡宗琦要求周蕾尽一切可能像

一个顽皮的小男孩靠拢———坐， 要一屁

股坐下去；跳，动作要灵巧敏捷，大大咧

咧；唱“吼歌”时要倾注全身的力量，不留

余地。 周蕾说：“一个半小时的演出不光

体能消耗大，唱、坐、跳、跑，一轮演下来，
身上都是乌青块。 痛归痛，孩子们爱看就

值了！ ”为什么要创作一部这样的儿童剧作

品？ 编剧欧阳逸冰说，“现在有许多留守儿

童，他们最渴望的是父母的爱！ 我们给不

了，我们能给予他们的只能是两个字———
‘尊重’，这就是我写这个戏的初衷。 ”

在训练馆里过年 早已成为了习惯
(上接第一版) 作为曾经的国家队常客，
本赛季男排联赛常规赛阶段， 数度被传

出即将退役的方颖超并没有太多出场的

机会 。 然而他却总是早早地 来 到 训 练

场， 努力完成每一个动作。 方颖超和任

琦 是 上 海 男 排 队 里 年 纪 最 大 的 球 员 ，
“十二冠王” 的辉煌里他们经历了十一

个。 资格老， 伤病多， 家里有老有小，
但他俩没有特殊待遇， 几号归队、 几点

训练， 老队员做得只会更到位。
除却对于这项运动的热爱， 方颖超

和任琦的坚持也缘于对上海男排这个集

体、 上海这座城市的奉献。 如同沈琼所

言， “由于外援的加入， 方颖超、 任琦

今年的出场机会很少。 但在全运会的舞

台上， 这批老队员会填补上外援们的位

置， 这也是我们球队的优势所在。”

凝心聚力为全运会努力

体育人的运动生涯总是很短暂， 日

复一日的训练与难以避免的伤病则交替

着成为生活的主旋律之一。 昨天清晨的

东方绿舟基地游泳馆内， 当队友们在清

澈的泳池中拍打着浪花， 唐奕却独自站

在岸边做着一些简单的恢复性训练。 由

于此前在高原训练造成的身体不适， 这

位上海游泳女队的当家选手还无法立即

投入大强度练习。 “往年春节的时候都

在国家队训练， 一直没机会回家， 这次

反而能和家人团聚两天了， 感觉倒也不

错。” “因祸得福” 的唐奕很知足， 虽

然全家团聚本应是最传统最寻常的春节

生活， 但对运动员却并非如此。
“竞技体育总是四年一个周期， 和

以培养年轻球员为主的青运会相比， 全

运会要难打得多。” 在上海市体职院院

长沈富麟看来， 对于志在保持第一集团

地位的上海代表团而言， 如今的形势颇

为严峻。 越是激烈的竞争， 越是要为家

乡争得荣光， 这也就是为何在如同昨日

这般料峭的寒风之下， 皮划艇队的运动

员们依然坚守在淀山湖畔奋力挥桨， 即

便船艇内被冰冷的湖水溅湿， 即便只有

静谧的河道与教练的呼喊见证着他们不

懈奋斗的青春。
为了梦想， 每个体育人都在打拼。

当皮划艇、 女足队伍的运动员们忍受着

冰冷的天气坚持训练时， 亦有人经历着

与漂泊异乡的心酸。 据沈富麟介绍， 除

了留守上海训练的运动员外， 春节假期

期间， 在赛艇、 自行车、 羽毛球、 乒乓

球、 水上项目等运动队中还有许多选手

正在外地或是海外训练， 其中就包括了

许昕、 钟天使这些如今已是脍炙人口的

名字。 前者一如既往地已随国家乒乓球

队集训， 后者则在墨尔本进行着枯燥而

又艰苦的拉练。 许多人曾见证他们的辉

煌与传奇， 却鲜有人能真正理解， 这群

早已习惯于在春节加练的体育人究竟为

梦想付出多少。

砥砺第一等人品，先要心中有祖国
(上接第一版 )欲成事业 ，当为第一等事

业；欲成人才，当为第一等人才。 而欲成

第一等学问、事业、人才，必先砥砺第一

等品行。’”唐德明说，爷爷和父亲时常会

说起曾祖父立下的家训：“一个中国人不

为自己的国家做事， 那绝不能算是有品

行的人。 ”
唐德明的父亲唐孝宣在 1950 年乘

坐最后一班从美国开往中国的 “威尔逊

总统号”邮轮回到了祖国。当时同船回国

的 100 多位留学生中，就包括邓稼先、叶
笃正、涂光炽等著名科学家。

“父亲回来后，从没后悔过。”唐德明

说，即便在“文革”期间，父亲也从未有过

一句抱怨。 他对我们说：“我是为了服务

祖国才回来的，这里是我的家，我的根都

在这里。 ”事实上，唐孝宣在“文革”结束

后，得到了一笔政府的补偿，他在第一时

间全部作为党费上交了。
唐德明 1978 年考入上海交大，没多

久就被父亲要求去参加留学考试。 考试

通过后，临行前的一天，父亲拿出一台录

音机，郑重其事地要求他发誓：毕业后一

定要回国。 唐德明说：“父亲的做法在当

时的我看来显得可笑， 但我后来回国后

翻看了曾祖父唐文治的资料后， 终于理

解他们了。 ”
上世纪初前后， 唐文治在国外看到

日本明治维新后的迅速现代化， 欧洲发

达的教育体系使得各国国力强盛； 反观

当时的中国 ， 积贫积弱 ， 令他 忧 心 忡

忡 。 因此 ， 不论是制订商律还是 办 教

育， 他都时刻不忘教育学生和自己的子

女 ， 一定要走出去 ， 吸取发达 国 家 经

验， 并将之带回来。 “所以我的爷爷、
叔公、 父亲、 姑姑都被曾祖父送到国外

去深造， 但临行前， 他们都无一例外地

被要求必须回国服务， 这是我们唐家的

家训。”

坚信教育兴则国家兴

历数自己的家族成员，唐德明说，大
部分人都从事了与教育有关的工作。 曾

祖父唐文治不仅创办了上海交大， 还创

办了上海海事大学和无锡国学 专 科 学

校。 唐文治曾说， “不为良相， 则为良

师”， 在他看来， 教育是振兴国家最需

发展的事业。 所以他连一件丝绸棉袄都

舍不得做， 却把大部分收入都捐给了教

育事业或是慈善赈灾。
唐文治育有四子， 除二子唐庆平夭

折外， 其余三个儿子都曾赴美留学。 其

中长子唐庆诒， 也就是唐德明的祖父，
从美国回来后曾任上海交大外 文 系 主

任； 长媳俞庆棠， 即唐德明的祖母也是

著名教育家； 叔公唐庆增从哈佛大学读

完硕士后回来， 在复旦大学任教， 是小

有名气的近代历史学家； 另一位叔公唐

庆永， 从华盛顿大学回国后， 在上海的

银行任职。
而唐德明的父辈中， 唐孝威是核物

理学家、 中科院院士， 现在浙江大学任

教； 他的姑姑唐孝纯曾任美国前总统老

布什的中文教师， 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

任教； 唐德明的父亲唐孝宣参与创办了

华北制药厂， 在建厂之初担任副厂长和

总工程师， 也担任过政府官员， 但是最

终他还是选择回到上海， 在华东理工大

学任教直至退休。
如今， 选择自主创业的唐德明虽没

有在高校任职， 但他每年都会到上海交

大等高校去， 为学生讲述如何进行职业

生涯规划 。 “无论多忙 ， 只要 学 校 叫

我， 我都会去， 因为我们家流传至今的

一句话就是， ‘一个国家教育兴， 才可

能真正地兴旺发达’。”

王文娟：“林妹妹”依旧诗书不离手
(上接第一版 )虽然是夜晚 ，舞台背景不

必按常规思路悬一轮明月， 以红色的灯

笼或烛火映衬也很有意境。 ”说话间，她
从房间里拿出一本 《唐诗鉴赏辞典》，这
是先生孙道临留下的。 她轻轻翻到作了

记号的《塞下曲·其二》一页，把注解中提

到的段落给记者看。

既要让文学经典通俗化，
也要让民间传说唯美化

可以说， 正是王文娟等一批艺术家

对越剧的探索和努力， 使得这门艺术从

最开始的民间小调， 成为中国数一数二

的地方剧种，拥有广泛的南北观众。
在艺术不断发展、 观众不断拓展的

同时，也出现两种声音，一种希望越剧能

够保持其通俗的传统， 在创作上继续走

亲民的路线；另一方则认为，自姚水娟为

代表的前辈所尝试的越剧改良， 就是希

望越剧从农村传统文化逐步发展， 以适

应城市现代文化。走到如今的十字路口，

110 岁的越剧比起京剧、昆剧不够“老”，
但相比于时下的流行文化， 却是稳当当

的“传统”。处在当下的时代，到底应该更

亲民，还是应该更加诗化雅化？
对这样的争论，王文娟的答案是“两

条腿走路”。她说，“越剧创作既要去完成

经典文学作品的通俗化， 把传统文化普

及给普通观众，也要把通俗的民间故事、
传说赋予诗意浪漫的色彩， 去引领提升

观众的审美趣味，从而做到深入浅出，雅
俗共赏。 ”随后，她用两个例子给记者讲

出了更深入的见解。
一个是让她和越剧家喻户晓的电影

《红楼梦》。这部越剧电影在上世纪 60 年

代上映， 风靡大江南北， 不少影院更是

24 小时连映。 直到今天，不管老人孩子，
不管是否爱听越剧，都能哼上两句“天上

掉下个林妹妹”。由此越剧《红楼梦》成了

这部文学巨著的“普及教材”。

殊不知当年听说出身草根的越剧要

演绎体 量 庞大的经典小说 ， 有人直言

“难于上青天”。 王文娟至今对编剧徐进

佩服不已 ：“他把一部百万字的文学经

典，浓缩成一部三个小时戏。从庞杂的人

物关系中选取贾宝玉与林黛玉这条爱情

主线下功夫。 爱情戏一向是越剧观众喜

欢的，这个切入角度更能让他们接受。 ”
受此鼓舞 ，当年 ，王文娟接 下 别 人 都 不

敢碰的林黛玉一角 ， 放下狠话 ：“演不

好，头砍下来！ ”
军令状立好，功课要从零开始。王文

娟回忆说：“小时候爱哭， 被家人笑说像

林妹妹。 虽然听说过她和贾宝玉的爱情

故事，但却没有读过原著。 ”为了演好角

色，她把原著细细读了一遍又一遍，文化

底子薄，不懂的地方就请教编剧，涉及到

角色的部分反复研究。至此，她对林黛玉

有了自己的理解。世人道她孱弱敏感，可

王文娟却用“真诚”二字总结她。“她对待

爱情真诚付出， 待人接物也是不加掩饰

的。有人说她说话刻薄，其实是她内心渴

望关爱的表现。 寄人篱下让她对人事非

常敏感，严于律己的同时，也对别人有更

高的期待。 ”由于越剧篇幅有限，老人对

人物的心得并未一一展现， 而正是有了

背后一点一滴对人物的揣摩， 才有了舞

台上银幕中丰满的形象， 最终让两个以

诗书传情的人物得到普通大众的喜爱。
另一个例子是《梁祝》，这就是一出

传统戏。 王文娟回忆，自己学戏时，前辈

已将戏中不少庸俗唱词去掉。 老戏里祝

英台与马文才定亲， 是因为梁山伯失魂

而赴约迟到。 改良后的剧本强化了两人

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 去掉了原来戏文

里神怪的色彩。 王文娟说：“这样的处理

就让梁祝这个爱情悲剧的主题更加深刻

了。 ”她认为，传统戏完全可以在不断演

绎过程中提炼升华， 成就出浪漫唯美的

越剧经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