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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将从观念上改变舞台艺术
越来越多的新科技运用不止带给观众视听奇观，专家认为———

去年底美剧 《西部世界》 第一季完

结， 这部大热剧呈现了人们对人工智能

与浸没式戏剧相结合的终极想象。 回顾

过 去 一 年 亮 相 上 海 舞 台 的 种 种 “高 科

技”： AR （增强现实） 技术、 实时拍摄

为舞台营造梦幻特效； 而跳脱镜框式舞

台 ， 用 无 人 机 把 天 空 装 点 成 “第 二 舞

台”， 移动应用则成了观众体验浸没式

戏剧的 “指南针”。 当越来越多的新技

术进入舞台， 技术与艺术的碰撞越发激

烈， 也越发精彩。
业内 人 士 指 出 ， 技 术 带 来 的 视 听

奇 观 只 是 第 一 步 ， 伴 随 着 技 术 的 不 断

成 熟 和 普 及 ， 它 将 猛 烈 冲 击 艺 术 创 作

者的观念。

用手机为舞台表演加特
效，无人机随音乐变化阵型

都 说 2016 年 是 VR 元 年 ， 不 过 在

舞 台 上 抢 先 一 步 的 则 是 AR 技 术 。 AR
好像 Photoshop 一样 ， 叠上各种特效图

层， 让观众视野中的内容看上去更加丰

富和逼真。 让业内人士首先看到的是由

美国纽约三腿狗艺术科技中心推出， 还

未正式演出的舞台剧 《仙踪元素 》， 上

海国际艺术节交易会成了这部剧的展示

舞台。 观众在观看前， 需要下载相关手

机应用； 在剧情推进中， 主创人员会提

示观众打开应用， 举起手机， 对着舞台

四周来回移动， 屏幕上会出现水晶魔法

球 、 龙 卷 风 、 飞 天 猴 子 等 各 种 特 殊 效

果。 《仙踪元素》 取材于 《绿野仙踪》，
对于这个经典童话故事， 舞台、 影视改

编作品并不少， AR 技术的引入无疑为

这一改编版本带来新的看点。
另一个 “魔法球” 则出现在爱沙尼

亚实时拍摄音乐戏剧 《仲夏夜之梦》 的

舞台上。 主创将古典音乐与现代视觉效

果融合， 演员表演的特写镜头被及时拍

摄并投影到悬于观众上方天花板的巨型

白球上。 这个 “魔法球” 被视为世界百

态的集中投射。
而在日前举行的首届上海互动戏剧

节上， 则出现了无人机的身影。 作为戏

剧节的开幕演出， 由德国七阶段表演艺

术公司推出的 《絮语》 带来亚洲首秀 。
主创把载有 LED 灯的 35 架无人机放飞

到夜空中， 通过电脑编程在空中做阵列

变化， 来配合地面舞台上电子音乐的起

伏， 拓展出第二个 “天空舞台”。

技术升级的不只舞美效
果，更会影响戏剧观念和形态

眼下这些五花八门的 “高科技” 舞

台 项 目 ， 并 非 艺 术 家 的 “拍 脑 袋 ” 之

作， 背后有一系列研发支持。 除了应用

AR 技术的 《仙踪元素》， 美国纽约三腿

狗艺术科技中心一口气同时推进了五六

项 技 术 的 研 发 ， 希 望 以 技 术 实 验 来 推

进舞台创作。 该中心的艺术家杰西·加

里 森 表 示 ， 新 技 术 打 开 了 新 视 野 ， 使

我们有了新的方法去理解、 强化周围的

环境。
茛 下转第三版

揣着集体分红，两万“农民”心定了
新泾镇在上海中心城区六镇之中率先完成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

这个春节前，长宁区新泾镇两万“农

民 ”领到了货真价实的红包 ：人均 1720
元。 赶在鸡年到来之前，新泾镇举行镇级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度改革之后的首次

收益分配， 向 20082 名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分配资金 3473 万元 。 这笔钱来自于

2015 年镇级集体经济组织的经营利润，
占到当年利润的 70%。 20082 名成员平

均农龄 23.56 年 ，以一年农龄 “作 价 ”73
元计，人均分配得 1720 元。

去年底， 新泾镇在上海中心城区六

镇之中率先完成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

制 度 改 革 ， 并 取 得 了 阶 段 性 成 果 。 自

1979 年启动村 、 队撤制以来 ， 新 泾 镇

城市化之路走过了漫长的 38 年 。 事实

上， 这里物理意义上的农村早已消逝 ：
曾经的农地如今高楼林立， 农民皆因征

地而变为城镇居民。 把城市里的他们与

曾经的农民身份勾连起来的， 除了乡土

记忆， 还有集体资产。 新泾镇 57.89 亿

元镇级集体资产归谁所有、 由谁管理 、
让谁受益？ 20082 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挂心的问题， 在改革中得到了答案。

镇级集体资产归谁享有？
新泾镇现有镇级集体经济组织包括

上海鑫达实业总公司及其投资和控股的

八 家 集 体 企 业 （ 以 下 简 称 “ 鑫 达 公

司”）， 另有两家村级公司处在村级集体

资产处置过程中。 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

度改革之后， 新泾镇成立了集体经济合

作社， 作为镇级集体资产的管理主体 ，

代表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行使集体资

产所有权。
鑫达公司及其他集体经济组织每年

上缴的利润就是合作社的年度收益， 合

作社按照 “效益决定分配” 原则分配收

益。 有权获得分配的对象， 是在新泾镇

享有农龄份额的原集体经济成员或其继

承人。 两万多受益对象包含部分已故成

员， 他们的农龄份额归继承人所有。
“过去， 农村集体资产理论上集体

所有， 感觉上人人无份。 产权不明晰 ，
大家心里没着落。” 新泾镇副镇长姚奇

华介绍， “今后中心城区可能不再保留

镇的建制。 大家心里都有想法。 改革给

了大家交代———镇级集体资产产权归全

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所有。”

关乎两万人的公平性考题

长宁区把镇级集体经济组织产权制

度改革作为新泾镇 “深度城市化” 的战

略提出。 改革始于 2012 年长宁区委决

策咨询委员会的调研， 第一个动作就是

摸清家底、 厘清各种矛盾与问题。 截至

2014 年 7 月 31 日 的 清 产 核 资 结 果 显

示， 镇级集体资产账面总资产为 57.89
亿元， 净资产为 21.59 亿元。

对于集体资产经营收益的分配， 新

泾镇提出以经过三级认定的农龄为依据

的操作办法 。 2014 年年初起 ， 全 面 梳

理全镇 86 个生产队的两万多名原农民

的农龄， 得出全镇共有集体经济合作社

成员 20082 人 ， 总农龄 473138 年 ， 农

龄量化总份额 473138 份。
农 龄 与 每 个 人 的 收 益 分 配 直 接 挂

钩。 比如年龄 70 岁、 农龄 39 年的胡林

弟， 以女性农龄份额上限 35 份计 ， 在

2015 年 的 分 配 中 可 获 得 35 ×73 共 计

2555 元收入。
改革小组设定男性 40 年、 女性 35

年的“农龄天花板”， 农龄高于二者的以

40 年、 35 年计。 新泾集体经济合作社

理事长严幼馨介绍， 农民间的农龄差距

悬殊， 这种差距相当一部分是因撤村 、
撤队的时间早晚所致， “城市化早的地

区 ， 农 民 农 龄 普 遍 较 短 ， 他 们 与 后 来

‘农转居’ 农民之间的农龄差距可达一

二十年。 茛 下转第二版

稳中求进谋发展

■ 自 1979 年启动村、队撤制以来，新泾镇城市化之路走过了漫长的 38 年。 把城市
里的他们与曾经的农民身份勾连起来的，除了乡土记忆，还有集体资产。 新泾镇 57.89
亿元镇级集体资产归谁所有、由谁管理、让谁受益？ 20082 位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挂心的
问题，在改革中得到了答案。 当所有成员都能获得实实在在的收益，集体资产“集体所
有”且“人人有份”的属性变得真实可触

■本报记者 钱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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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2月15日电 （记

者王立彬） 为促进耕地保护和节

约 集 约 用 地 、 推 动 城 乡 统 筹 发

展， 我国 “十三五” 期间将面向

城镇、 农业、 生态空间， 实施不

同区位的土地整治， 改善城乡生

产生活环境。
国土资源部有关 负 责 人 15

日在此间说， “十三五” 期间，
土地整治将体现巨大的经济社会

和生态效益。 通过土地整治和高

标准农田建设， 有效补充耕地面

积，提高耕地质量，到 2020 年补

充耕地面积 2000 万亩 ， 新 建 4
亿-6 亿亩高标准农田，耕地质量

提 高 1 个 等 级 ， 增 加 粮 食 产 能

400 亿公斤。 通过盘活城镇低效

用地 600 万亩， 整理农村建设用

地 600 万亩， 提高节约集约用地

水平， 促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建

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 20%。 通过

增加整治区农民收入， 带动农村

消费，有效拉动内需，促进相关行

业产业发展， 规划期内农民人均

年收入将增加 750 元左右。 通过

山水林田湖综合整治， 进一步优

化土地利用格局， 改善农村村容

村貌，保护传统村落文化，构建人

与自然和谐的美丽宜居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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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伊始， “中运量”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

的话题。 “巨龙” 电车旧貌换新颜， 曾历经几

番更迭？ 这就得从浩瀚的地方志中去觅答案。
翻阅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组织编纂的 《上海公

共事业志 》 《上海租界志 》 等志书后不难发

现， 1908 年初上海第一辆有轨电车试运行时，
嘈杂市口响起 “当当” 铃声， “19 辆电车在

南京路上行驶， 车上的外国人沿途招揽行人登

车， 免费乘坐”。 上世纪 90 年代初上海拥有亚

洲规模第一的电车运营网络， 当乘客们上下拥

挤着汇入生活洪流， 这一发展百年的交通工具

在惠及市民出行的同时， 也成为都市文明血脉

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
事实上， 地方志这座传统历史文化宝库所

能辐射的， 远不止这些。 如何唤醒并活用地方

志资源， 促进更多人寻根溯源、 读志用志， 已

成为业内人士思索的话题。 上海市民俗文化学

会会长、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仲富兰告诉记者，
地方志资源的利用， 需要用传播手段与能量激

活， 不能让大量档案资料和鲜活细节静悄悄地

躺在档案库或通志馆里沉睡， 沦为积满灰尘的

静态展示， 不妨运用讲故事、 开讲座、 推进地

方志公共产品进社区进校园等方式， 令冷知识

变得有温度， 让模糊概念具有影像感， 从而爬

梳一座城市的发展脉络， 让海派文化的独有魅

力感染更多人。

适当突破体例限制 ，以 “故事
珍珠”串起上海岁月

去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面向全国的一

组调查数据显示， 地方志知晓度与年龄、 学历

成正比， “不了解地方志 ” 的学生比例高达

47%。 有专家指出 ， 地方志和 国 史 、 家 谱 一

起 构 成 了 中 国 人 保 存 历 史 记 忆 的 主 要 方 式 ，
然而长期以来， 地方志却并不为人们熟知与常

用， 尤其是青少年群体对地方志的知晓度非常

有限。
在学者熊月之看来， 拉近地方志与年轻人

的心理距离， 可以从常见生活事物入手。 比如

一枚上海市标， 以市花白玉兰、 沙船和螺旋桨

组成的三角形图案 ， 背后究竟有哪些历史精

髓？ 原来， 沙船是上海港最古老的船舶， 象征

着上海是一座历史悠久的港口城市。 据 《上海

内河航运志》 记载， 元初出现沙船， 此后沙船

的设计愈发精妙 ， 清代的沙船能完好贮存货

物 ， 船舱有夹底 ， 离船底甚高 ， 船两旁有水

槽 ， 水 从 槽 入 ， 即 从 眼 出 ， 舱 中 不 沾 潮 。
“沙船业对上海城市兴起的贡献不可磨灭。 如

果我给儿孙辈讲上海地方志， 市标就是一个挺

好的例子。 要知道， 以交通工具作为一座城市

的标志， 在中国比较罕见。 从沙船衍生开去，
结合地方志的史料记载， 可一窥上海航运的演

变历程。” 茛 下转第三版

■本报记者 许旸

地方志记录保存了历史沿革与风土人情。 图为 1873 年的上海外白渡桥。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供图）

■本报记者 黄启哲

开学第一课：
传统文化

新里洋房：
讲述信仰的故事

爱丽舍宫新主人
将是一位女性？

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顺利开钻
“决心”号载 33 名科学家抵达目标海域

据新华社“决心”号 2月 15日电 （记

者张建松） 在浩瀚的南海， 顶风破浪

颠簸航行了一天一夜后， 33 名中外科

学家乘坐美国 “决心” 号大洋钻探船，

14 日下午抵达南海北部的目标海域 ，
开始进行第三次南海大洋钻探， 15 日

顺利钻取第一管海底沉积样品。
由我国科学家主导的第三次南海

大洋钻探，旨在探寻“大陆如何破裂、陆
地为什么会变为海洋？ ”科学之谜，检验

国际上以大西洋为“蓝本”的非火山型

大陆破裂理论———“地幔剥露式破裂”。

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系列报道

“基因手术”
不再是监管盲区

荩 刊第七版·教科卫

“决心” 号上的钻探工人将一个声呐信号装置投入海底。 该装置主要用于船舶定位。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