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南村依托毗邻

新场古镇的区位和资

源优势，打造了全市首

个乡村创客中心 ，吸引

年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图为新南村又一

打卡新空间———“乡创

de小布” 土布研习创意

小院。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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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 要不是你们， 我丈夫今天

就不会活着出现在这里。” 昨天上午， 孙

荣富和周猷敏夫妇来到市公安局浦东分

局高桥派出所， 送上感谢与锦旗。 十天

前， 彼时， 上海正受台风 “烟花” 过境

影响， 大雨倾盆。 货车司机孙荣富驾车

堵在高架上时 ， 突发心梗 ， 生死之间 ，

恰见一辆警车在前方不远处， 周猷敏立

刻下车向民警求助。 警车一路拉警灯逆

行， 仅用 10 分钟便将孙师傅送至附近医

院。 经及时救治， 孙荣富很快康复出院。

由于当时情况紧急， 老两口没顾上

问警察名字及所属单位， 此后他们花了

十天时间寻找救命恩人， 甚至麻烦医院

调取视频， 但由于当天受大雨影响， 视

线模糊 ， 视频也未能拍到清晰车牌号 。

“找不到他们， 我们连觉都睡不好。” 周

猷敏通过各种途径寻找救人的好民警 ，

她打过 12345 市民热线， 也在网上寻求

媒体帮助。

市公安局获悉这一情况后， 层层倒

查警车归属地与用车信息， 最终锁定高

桥派出所的民警傅炬。 而高桥派出所所

长乔冠军回忆： “那天老傅回来只汇报

了工作任务完成情况， 根本没提过自己

半路救了一条人命。”

时间回到事发当天。 外环高速外圈

南大路下匝道附近出现拥堵。 孙荣富衣

服被汗浸透了， 胸口疼痛难忍。 副驾驶

座上的周猷敏慌了神， 看到前方 50 米处

有警灯闪烁， 想都没想就下车求救。

此时， 警车上的民警傅炬正在执行

任务途中， 听完描述， 他立即带上同车

的四位年轻同事一起去帮忙 。 大家将

孙荣富挪上警车， 迅速拉起警笛、 闪起

警灯， 以最快速度把他送到最近的德济

医院。

医院视频显示： 7 月 27 日上午 9 点

30 分左右， 一辆警车进入院区。 1 分钟

后， 一位身材健壮的黑衣男子扶着孙荣

富出现在急诊大厅， 直到医务人员推来

急救床， 才匆匆离开。 前后 3 分钟， 警

车驶离医院。

入院时， 孙荣富情况十分危急， 急

救团队立即施救。 医院心内科主任张阳

说 ， “15 分钟内进行了 16 次电击 ， 患

者才转危为安 。” 如果不是警车及时送

医， 再耽误几分钟， 抢救成功率就大大

降低， “就算命抢回来， 也会留下严重

后遗症”。

孙荣富在做了心血管支架植入手术

后， 恢复情况良好。 出院之日， 夫妻俩

最想找到那群不留姓名的好心警察。 于

是， 他们从仅有的一点信息入手， 全城

寻找这辆救命警车。

如今， 找到救命恩人， 老两口送来

锦旗。 傅炬却说： “老百姓的事就是我

们的事， 救人解困， 守护人民群众生命

财产安全就是警察的天职。”

设计师来了，村民美了生活又富了口袋
注重乡村美学营造，美化公共空间激活新兴产业更助推自治共治

浦东新区新南村幸福广场中央“倒扣”

着一朵巨型“桃花”，每片花瓣由上百根竹

子拼接而成， 喇叭状空间下方安置了座椅

与花圃。 “桃花”外围地面被一圈钢琴键般

的透明砖面环绕，踩上“琴键”就会以沪语

方言发声：“欢迎来到新南村。 ”

位于千年古镇新场之南的新南村，去

年4月被列入上海市第三批乡村振兴示范

村创建计划，今年7月通过区级验收，达到

了创建示范村的预期效果。

新南村这样一处集现代感与设计感的

装置， 归功于数位青年设计师。 建设过程

中，设计师们纷纷迈入田间地头，以美学思

维和奇思妙想“活化”公共空间、生态环境，

也激活了产业， 更为自治共治带来了新载

体新可能。

不只是新南村，在上海，伴随着第三批

乡村振兴示范村进入最后验收， 越来越多

眉目如画的乡村因美而灵动，因美而兴盛，

成为鲜活的“触角”，展现着小康社会的美

好景象———在宝山区， 经过美学设计的公

共空间，让村民们怡然自得发展兴趣爱好，

丰实心田；在浦东新区，新产业相中了如画

美感，纷纷落脚于此，乡创产业如春笋般生

长；在奉贤区，越来越多村民自发加入美化

乡村的队伍中， 通过共建共治共享共同描

摹出和美的生活与生机。

形态之美
跳脱 “单体 、局部的盆

景”，从整体视角来规划

新南村又要变新花样了！这两天，每家

房屋外都搭起了脚手架， 进行着外立面翻

新， 底楼的花园开始栽种新草坪与季节性

花卉。在设计师团队的整体规划下，一场美

学营造从自家门口延伸至公共空间， 这里

正打造更具视觉美感的美丽乡村。

设计师浦彬， 他的团队正好负责幸福

广场的美化改造。 他说：关于乡村的美化，

好看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实用。 因此，改

造广场时，“桃花” 中心安装了柔和的灯光

照明，7个休闲座椅也随之出现。 这些座椅

的灵感就取自于村民家家户户门口堆放的

树枝、瓦片、砖头等。 这些材质对村民来说

本身就天然自带“好感”，加以美学视角的

设计，亲切也实用。

幸福广场首次亮灯的晚上， 不少村民

特地在这些座椅上坐了许久，一些老人也

喜欢围在这里聊天、锻炼、跳广场舞，遛狗

的村民们甚至特地改变路线来此转悠 。

“从那时候起，村里肉眼可见地变美了，村

民们‘在晒谷场上谈天说地’的熟悉场景回

来了。 ”

曾主导南京路步行街东拓工程的设计

师包蓓蓓也热衷于参与乡村振兴项目，她

认为：乡村的形态之美，已经跳脱了做“单

体的、局部的盆景”，而是要从整体视角来

规划，包括配套设施、功能布局等等，都讲

求一种基于实用基础的大美。

产业之美
老技艺成为新网红，村

民们获得精神与经济双丰收

2000元， 这是年逾花甲的潘玥莉一个

月的额外“创收”，这给她带来沉甸甸的获

得感。

在新南村， 织土布是不少女性从小学

起的一门手艺。 但她们从未想过这 “压箱

底”技术如今也能创造新价值。以潘阿姨为

例，每天送好孙女上学，就直接来到乡创小

院，一线一线织起土布，有时还会用土布做

香囊、藤编手包、玩偶等。“这项收入虽然不

算太高，但我们开心极了。 ”

让乡村振兴更富生命力， 活力的源头

还在于产业。 设计师们同样也以美学视角

充分“激活”新产业。 设计师高雅婷，“浦东

土布乡创项目”发起人，2019年带着巧思回

到新南村。 在参与浦东新区妇联开展的美

丽庭院建设中，大家发现：这里的村民代代

传承土布手艺，却从未想过将其产业化。

乡创小院建好后， 设计师挨家挨户敲

门， 收集织布设备。 在浦东新区妇联支持

下， 越来越多女性村民加入土布项目。 如

今，三天时间就能织出一匹10米长的土布，

设计师则根据土布推出多种文创产品，短

短两年销售数十万元，今年已实现盈利。去

年，设计师们还带着织布阿姨走进直播间，

网上带货，线上织布收获不少流量。 “老技

艺成为新网红， 这对村民们来说是精神与

经济的双丰收。 ”

除了“活化”当地特色元素带动乡村振

兴外，打造乡村民宿、发展乡村旅游是更多

乡村的选择。 位于浦东新区祝桥镇星火村

的一家花园式民宿就在不久前正式营业，

从屋舍到附近田园， 设计师陆笑容对其进

行了整体打造。她还打算跟村里合作，通过

住宿与认领树苗、采摘农产品联动的方式，

形成完整的旅游产业闭环， 带动乡村经济

发展振兴。

治理之美
协商共议新载体，更多乡

村治理难题在家门口解决

乡村振兴，除了让村落更好看、让产业激

活经济外，还在于推动村民共建共治共享，创

造美好生活。

以村民视角建设村落， 才能让乡村独具

魅力。小学美术教师谭守平退休后，最近找了

份“新工作”，他和青年村官张杰一起为奉贤

盐行村设计墙上的“插画”。过去村里墙体上，

“牛皮癣”广告随处可见。 张杰发动了有美术

特长的村民，联合村委会组建青年突击队，将

墙面、电线杆体绘上美丽图案。

然而，“画什么”成为他们最苦恼的事。熟

悉村史的谭守平建议，把村史典故画上墙，既

亲切又特别。 制盐，是盐行村的“独门绝技”，

谭守平带着年轻人来到村史馆， 查阅制盐过

程，选择传统画风，将古风制盐法描摹上墙。

这些由村民共同参与的作品， 耗时长达4个

月，看着一幅幅作品，大家颇为感慨：“我也成

了乡村振兴的参与者。 ”

伴随着更多公共空间的美化， 村民们也

有了自治共治的新载体， 推动更多乡村治理

的难题经过协商共议在家门口就得到解决。

她成为几代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林妹妹”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王文娟去世，享年95岁

“天上掉下的林妹妹” 回天上去了。 昨天

凌晨 ， 著名越剧表演艺术家 、 旦角艺术 “王

派” 创始人王文娟在上海华东医院去世， 享年

95 岁。 在几十年的越剧艺术生涯中， 王文娟

塑造了 200 多个性格迥异的舞台艺术形象， 而

对 《红楼梦》 “林黛玉” 细腻的诠释以及精湛

的演出更让她成为几代人心中念念不忘的 “林

妹妹”。 她创立的越剧 “王派” 艺术委婉典雅，

秀美深沉， 行腔自然流畅、 朴实淳厚， 表演文

武兼备、 细腻传神， 注重女性情感世界的深度

刻画。

一代越剧宗师去世的消息传出， 文艺界及

戏迷群体一片叹息声 。 “人间再无林妹妹 ”

“千呼万唤唤不归” ……一句句留言寄托着人

们对她的哀思 。 在昨晚上海越剧院红楼团的

《西园记》 演出结束后， 演员们在缅怀特别环

节表达了对前辈的怀念之情。 因为炉火纯青的

表演， 王文娟是越剧的代名词之一， 也因为对

文艺工作的信仰和使命感 ， 她是当之无愧的

“人民艺术家”。 “现在的脑子里都是老师的点

点滴滴。” 陪伴王文娟长达 35 年的学生， “王

派” 名家单仰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声音中是满

满的不舍： “所有的一切化作一句话， 作为老

师的学生， 继承好老师的艺术和品德， 尽我们

所有的能力把王派艺术传承好， 就是对老师最

好的告慰。”

“似一朵轻云刚出岫”，她
把《红楼梦》带进千家万户

王文娟与越剧的缘分始于童年。 1926 年，

王文娟出生于浙江省嵊县一个诗礼之家， 她从

小就看着女子越剧第一代演员在镇上演出， 耳

濡目染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小戏迷 。 1938

年， 12 岁的王文娟来到上海， 跟随表姐竺素

娥学戏。 1942 年歇夏时起， 学艺满师的王文

娟开始以 “小竺素娥 ” 的艺名组班 ， 任二肩

旦， 开始在同乐戏院、 万国戏院、 河北大戏院

演出。 1945 年 8 月， 她受同孚戏院之邀担任

头肩旦， 与邢月芳合作， 常演剧目包括 《盘妻

索妻》 《梁祝》 《双狮图》 《分玉镜》 《节女

血》 《董良才》 《姐妹皇后》。

1947 年 8 月， 王文娟与陆锦花组建 “少

壮剧团 ” ， 在皇后大戏院演出 ， 声名鹊起 。

1948 年应著名越剧小生演员徐玉兰的邀请 ，

王文娟加入 “玉兰剧团”， 开始了与徐玉兰长

达 40 年的合作 ， 投身进戏曲改革的浪潮中 。

解放初期， 王文娟积极要求排演解放区的进步

戏， 成功塑造了白毛女的形象， 演出了 《兄妹

上街》 《巾帼英雄》 等剧。

进入上海越剧院工作后， 王文娟迎来了一

生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红楼梦 》。 1958

年， 她与徐玉兰合作的 《红楼梦》 首演于上海

共舞台， 在公演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里， 《红

楼梦 》 演出 54 场 ， 观演人次超过 8.6 万 。

1962 年， 《红楼梦》 被拍成电影， 延续了舞

台的火爆 ， 该片仅在 1978-1982 年间 ， 以 2

角的票价， 就售出了 2 亿多元的票房， 观众人

数超过 12 亿。 可以说， 电影 《红楼梦》 让越

剧唱响了全国， 许多过去并不了解江南戏曲剧

种的观众因为 《红楼梦》 开始熟悉并喜爱这门

艺术形式。

经典的诞生从不是一蹴而就的 ， 《红楼

梦 》 万人空巷的盛况背后 ， 是王文娟下的苦

功。 演出前， 她跟编剧徐进立下了 “军令状”，

为了演好这个人物， 她反复阅读原著、 找来古

代仕女图寻找形象素材。 为了入戏， 在后台她

都不太讲话 。 演戏前三天 ， 她待在家里不出

门， 静下心来看 《红楼梦》、 看剧本。 随着学

习表演的不断深入 ， 王文娟也深深地爱上了

“林黛玉” 这个角色。 在住院期间， 王文娟看

得最多的也是各类关于 《红楼梦》 的书。

“我认识王老师 40 多年了， 我刚到上海

越剧院时她就是红楼团团长。 不同于舞台上的

形象， 王老师是一个大大咧咧的人， 为人真的

像她所说的那句话一样———做人简单些， 演戏

复杂些 。” “徐派 ” 名家钱惠丽对记者表示 ：

“她在生活中没有这么多精力考虑人际关系这

些复杂的事， 而是把戏中的人物都研究透了，

她的每一个角色都不雷同。”

《春香传》 中的春香、 《孟丽君》 中的孟丽

君、 《追鱼 》 中的鲤鱼精 、 《西园记 》 中王玉

珍、 《忠魂曲》 中的杨开慧、 《则天皇帝》 中的

武则天……除了林黛玉外 ， 王文娟还塑造了一

大批经典舞台形象， 至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 她

在艺术上日臻成熟 ， 在行内被誉为善于塑造人

物的 “性格演员”， 但她从不自满于自己在舞台

上的表现 ， 曾表示 “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角

色， 创作过程本身充满了乐趣， 对自己的表演也

是一种突破”。

她的艺术人生与家国情怀紧
紧相连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

纪念章、 抗美援朝二等功奖章、 朝鲜三级国旗勋

章， 王文娟的家中珍藏着这三枚沉甸甸的奖章，

记录着她艺术人生中 “跨过鸭绿江 ， 送戏到前

线” 那浓墨重彩的一笔。

1952 年， 王文娟参加了总政文工团 ， 第二

年 4 月 ， 她和越剧姐妹们带着 《梁山伯与祝英

台》 和 《西厢记 》 跟随大部队前往一线慰问那

群 “最可爱的人 ” ———中国人民志愿军 。 战火

纷飞中 ， 爱国热情和荣耀信仰感冲淡了对死亡

的恐惧 。 “这段经历对我来讲终身难忘 ， 让我

懂得了人为什么活着 、 怎样活着才是有意义有

价值的。”

在王文娟家中的电视机柜的一角， 摆放着她

与丈夫孙道临的合影。 1962 年， 王文娟与著名

电影演员孙道临喜结良缘， 成就 40 余年的伉俪

情深。

王文娟曾回忆道， 二人的约会大多时候只能

在晚上僻静的马路散散步。 我送你， 你送我， 绕

着武康路、 华山路、 湖南路、 淮海路兜兜转转，

最后还是孙道临将王文娟送回了家 ， “十八相

送” 成了恋爱时常见的 “保留节目”。 王文娟 70

岁那年， 这对神仙眷属又在工作中携手， 一起拍

摄了戏曲电视剧 《孟丽君》。

越剧诞生百余年， 王文娟亲身参与了其中的

一大部分， 见证了越剧发展的起起伏伏。 即便因

为年纪大了不再常常登台后， 她的人生与越剧也

片刻不曾分离。

年过花甲之时， 王文娟和徐玉兰自建了自负

盈亏、 艺术独立、 人事权独立的改革性剧团———

红楼剧团 ， 为越剧寻找新的活力 。 九旬时的王

派专场演出， 她特别关注 “老腔老调”， 亲自挑

选了过去最受追捧 、 最具代表性却也最少公演

的剧本， 还复排了包括 《拜月亭·踏伞》 在内的

折子戏。 她希望借此演出除了梳理回顾个人艺术

生涯外， 更能挖掘出一批失传剧目， 以丰富越剧

舞台。

从 1957 年 8 月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算

起， 党员的身份陪伴了王文娟 60 多年， 而她对

党 、 对事业 、 对社会都永葆本色 、 永存热情 。

近年来 ， 只要身体允许 ， 她都亲自到上海越剧

院缴纳党费 、 给年轻一代上党课 。 今年住院期

间 ，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 她还创

作了越歌 《蝶恋花·答李淑一 》， 交由学生们演

唱。

斯人已去， 风范长存。 舞台上永远的 “林妹

妹” 虽已如落花而去， 但王文娟的一言一行、 一

颦一笑将永远存留在人们心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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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上海乡村振兴示范村

逝者

▲王文娟。

荨对“林黛玉”细腻的诠释以及精湛的演出让

王文娟成为几代人心中念念不忘的“林妹妹”。

■本报记者 周辰

■本报记者 占悦

■本报记者 王筱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