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撕纸就像吃饭，一小口一小口慢

慢吃下去。”红色宣纸摊在手心，一撕一

折一挖，一艘纸上龙舟活灵活现。逢年

过节出现于市民窗头桌前的海派撕纸，

已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

代表性传承人华兴富不断推动这项非

遗进校园、进社区。

正值端午佳节，华兴富一点也没闲

着，接连将非遗课程送至坚守岗位无法

过节的青年们身边。他还特别设计了

粽子宝宝、龙舟等“时令”撕纸，让艾草

芳香在心头久久回味。

这些情愫更是走进了各国友人心

中。端午前夕，来自美国的拉夫 ·沃尔夫

父女特地前往长宁区新泾镇社区文化事

务中心华兴富撕纸工作室学习技艺，“我

们永远不会忘了这次特别的体验，撕纸

背后的美好祝福也将融入我的生活。”

“世上没有两幅相同的撕纸”

撕纸，有着很多可能性，同样也很

考验基本功。

沃尔夫父女的体验从直线、圆形、

月牙3个符号开始，这些基本元素构成

了撕纸大多数的“零部件”。以直线为

例，左手虎口“锁定”纸张，食指与拇指

作为“向导”缓缓下移；右手手腕微弯，

指尖用力沿着轨迹撕开。无论熟悉还

是生疏，都没法撕出笔直的直线，这正

是海派撕纸的魅力所在，“边缘毛茸茸

的撕开痕迹，弯弯曲曲、似直非直、似圆

非圆，都是纸韵。”

最早，人们在树叶、鱼皮上撕出图

案，是为了传递信息、沟通对话。后来

有了纸张与文字，撕纸便成了一项展示

美与情感的手艺。

也因此，撕纸没有“标准答案”。沃

尔夫父女在华兴富的教授下，每人撕出

一只小兔子。手巧的女儿贝拉在兔子

脸颊处撕了两个小圆点，还在嘴巴上添

加了月牙——这只小兔有了腮红与龅

牙。拉夫笑称，自己撕了个“兔子男

孩”，而女儿的是“兔子女孩”。“力度、手

法与情感等不同，这世界上找不到两张

一模一样的撕纸，每件作品都无可替

代。”华兴富说。

熟手撕纸最短也得用上半小时，考

验的是“心定”。眼睛跟着双手走，双手

随着心思动，眼、手、心三者合一才能成

就佳品。看着华兴富的作品，拉夫颇为

感慨：“撕纸作品里的一道道线条、交叠

的形状都非常考验功力，太精致了。”

“把祝福藏进图纸中”

根据时令节气，撕纸也有百般花

样。今年上半年在教授一群青少年撕

纸时，华兴富接到了“订单”：能不能设

计可爱的粽子呢？端午节前一个月，华

兴富便一头扎进了工作室捣鼓。“只撕

粽子有点单调，或许可以把粽子刻画成

一个‘小朋友’。”于是，他给粽子增加了

“人脸”，用鼻子眼睛点缀；还增添了几

个对折的“支架”，从而呈现放粽子的竹

篮。但最特别的还属粽子撕纸“肚子”，

华兴富设计了一个汉字“吉”。

马背架元宝、龙身贴牡丹、粽子寻

“吉”字——海派撕纸亮在“隐藏款”，也

就是在特定图案里“藏”下吉祥富贵与

幸福的美好寓意。比如，拉夫父女撕的

小兔子头上，就融入了牡丹花。华兴富

介绍，汉字、牡丹花、窗花等中国元素点

缀于作品上，让撕纸技艺更有了神韵。

这个端午，华兴富还设计了龙舟撕

纸：两个小人撑着龙舟向前冲。“我表达

的是撸起袖子加油干，明年是龙年，想

有个好兆头。”看到这些新设计，漂洋过

海在上海待了16年的沃尔夫也跃跃欲

试。“上千年历史的技艺也有新设计，美

得让人沉醉。”

今年3月开始，华兴富每周六都安

排课程让人们体验非遗技艺。他也曾

带着撕纸亮相进博会，向世界展示这一

指尖上的智慧，让国际友人能领略这指

尖的“轻捻慢拢”。华兴富说，“一张纸、

一件事、一辈子，我用撕纸描绘生活，并

希望传统技艺不断传承，发扬光大。”

长宁区新泾镇华兴富撕纸工作室迎来美国父女体验“指尖生花”

千年海派撕纸“美得让人沉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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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遇上非遗（下）

关注端午小长假

沃尔夫父女展示自己创作的大熊猫作品。 本报记者 占悦摄

（上接第一版）

夏日“荷”滋味，甜蜜在
口喜悦在心

荷花的美，一半在文人眼里，一半

在“吃货”碗里。古猗园是上海首座非

遗主题公园，端午假期，古猗园小笼餐

厅推出“荷香盛宴”。以荷、莲、藕为主

打食材，烹制出知己相逢的诗意共聚、

情与味的妙趣融合。

以食之名，一席荷花宴，将东方

风雅在此化成各色之味，与清风一同

开席。古猗园餐厅行政总厨章宇康介

绍，荷香盛宴包含八道冷菜、十二道

热菜以及两道点心。“以往，我们追

求在外形上模拟荷花莲花，做到形

似神似。今年，荷花荷叶都入菜了，

既好吃又有创意。”比如，一款用嫩

荷叶做“饺子皮”的虾饺，还有一款

用 嫩 荷 花 裹 面 糊 油 炸 的“ 出 水 芙

蓉”。菜品的名字也反复打磨，充满

诗情画意：小荷尖尖角、莲花鱼米

盏、夏夜观荷景、夏美石榴包……当

然，餐桌上少不了前几年就火出圈的

荷藕鲜肉小笼包。

季夏时节，风过云烟，十里荷香。

古猗园还推出多种展现园林文化和

非遗文化内涵的活动。厅堂展览方

面，古猗园与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合作在梅花厅举办“荷图”当代工艺

美术展，展现皮雕技艺和玻璃烧制技

艺的魅力。另一边，“市市如猗”国风

市集好看好玩，围绕荷莲主题展开，与

荷莲有关的糖画、面塑、剪纸、药斑布、

香囊等非遗民俗文化，一个连一个聚

在一起，铆足劲儿要留住人的脚步。还

有限定款荷花雪糕等文创产品，从新

颖的角度展现荷莲之美。值得一提的

是，古猗园从端午节至7月22日上线

沉浸式夜游活动，参与的市民游客可

在江南丝竹、古典舞等非遗表演的陪

伴下，跟随“荷花仙子”探寻夜间开花

的睡莲。

古镇老街艾香氤氲 非遗民俗人头攒动

端午小长假，外滩、豫园等热门

景点迎来了大客流，上海黄浦警方

加大警力投入，进行疏导工作，并指

导专职保安力量加强管控，确保游

客安全。图为民警在外滩陈毅广场

疏导客流。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勤疏导
保平安

上海文化商业地标豫园商城是首批全国

示范智慧商圈，活跃着各类经营主体，要素流

动丰富活跃，对营商环境和社会治理体系提

出更高要求，其中就包括专业的法律服务。

譬如，老字号焕新升级面临知识产权保护难

题，商户经营遇到租赁纠纷、买卖纠纷、消费

者权益纠纷，能否就地解惑、解纷？

一座连接法律服务资源与豫园商圈的

“乔”在端午佳节前夕揭牌亮相。以上海市第

二中级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长乔蓓华名字命

名的司法为民服务团队“乔法官工作室”，是

诉讼服务、诉调对接和诉源治理工作的集成

总平台，成立4年来首次在商业综合体设立

基层法律服务点，将助力上海老品牌焕新、营

商环境优化。

为老城厢商圈法律需求“解渴”

“乔法官工作室”基层服务点开张首日，

不少商家就近咨询起老字号发展中的法律适

用问题。乔蓓华介绍，工作室基层服务点此

前铺设在社区、乡村居多，然而商圈里的生产

经营活动也涉及众多法律法规，亟需“解

渴”。“针对服务保障企业发展，上海二中院坚

持引导企业规范创新，助力企业加强合规风

险防控，促进纠纷源头化解、高效化解，让企

业将更多精力投入发展之中。”

除了解答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困惑，“乔法

官工作室”希望搭建平台，引入各类普法资源

汇聚在豫园商圈，开展普法宣传，提供法律咨

询，参与矛盾化解。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

导和疏导端用力，让商圈内各类经营主体、周

边居民，甚至是到此一游的游客，都能享受到

法律服务与帮助。

今后，“乔法官工作室”的多元解纷队伍

和志愿服务队伍的身影将出现在豫园街头。

调解员的调解服务嵌入诉前、诉中、申诉、信

访等各个阶段，全时段满足群众的调解需求；

法院青年法官、优秀律师志愿者将定期为基

层服务点提供法律服务，开设普法微课堂。

提供更多更好非诉解决方式

“回应新时代的司法需求，法院职责不仅

仅在法庭之上，更在于延伸司法审判职能，参

与诉源治理和多元解纷。”乔蓓华越来越意识到：“要把诉源治理

放到重要位置上来做，提供更多更好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同

时，让人们更充分了解自己的选择。”这也与人大代表履职时收

集到的民意不谋而合。日前，市、区人大联动开展多元解纷专项

监督。市人大代表、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合伙人刘正东观

察到，相较于庞大的纠纷调解需求，专业队伍建设仍有待完善。

在上海二中院“乔法官工作室”，平台上的数据与功能每天

都在刷新，近期上线的“调解员要素式管理”模块，提炼归纳了多

元解纷队伍186位特邀调解员的擅长领域，当事人可以按照关

键词搜索并选择调解员，签订议定书可直接进入电子卷宗。

下辖9个基层法院的上海二中院，辖区从远郊到老城厢，从

旧改基地到繁华商圈，一个工作室，能“吃”得下如此纷繁复杂的

矛盾类型吗？“乔法官工作室”正在努力搭建一个基层治理的共

享共治平台，与基层法院之间打通关节、互相借力。通过精细化

分类对接、常态化规范运行、差异化服务内容，构建起各具特色

的“一站式”基层服务点，为基层治理减负增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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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彦）“玉兰花开——
优秀沪产电视剧研评会”昨天上午在锦江小

礼堂举行。会议紧紧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精神，通过研评方式，回顾沪产电视剧

创作成果和经验做法，探讨新时代新征程上

沪产电视剧的发展方向、发展路径。国家广

播电视总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朱咏雷，市委

常委、宣传部部长赵嘉鸣出席会议并讲话。

朱咏雷希望上海电视剧创作立足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进程，讲好上海故事、中国故事；

立足城市精神品格，塑造沪产电视剧独特艺

术魅力；立足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提升

沪产电视剧国际传播能力和全球叙事能力。

赵嘉鸣指出，推进文化自信自强是电视

剧发展必须肩负起的新的时代使命；强化组

织推进是提升电视剧创制品质的关键所在；

优化发展生态是推动电视剧行业高质量发

展的重要保障。希望广大电视艺术工作者把

更多的目光投向上海，把团队建在上海，把

项目落在上海。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著名文艺评论家

仲呈祥，中国广播电视联合会副会长、中国

电视艺术家协会顾问李京盛，著名文艺评论

家郦国义，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教

授、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兼中国文艺评论家

协会副主席王一川，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作

家毛尖，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影视编剧梁振

华，演员吴越、编剧王丽萍等专家和业内人

士齐聚一堂，从“以高质量赢得大流量，以大

流量澎湃正能量”的优秀沪产电视剧中，继

往开来地探寻创作规律，不断擦亮“上海出

品”电视剧这块金字招牌。

此次研评会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上海

市委宣传部指导，中国电视艺术委员会、上

海市广播电视局主办。市委宣传部、市广电

局相关负责人、各区文旅局代表、上海影视

领域学者专家、影视制播机构、影视产业园

区负责人、全国及上海主要媒体代表约150

人参加会议。

“玉兰花开——优秀沪产电视剧研评会”举行

推进文化自信自强 肩负新的时代使命

崇明区奚西支堤，这片在地图上未具名

的小滩涂，不仅被纳入上海市长江口中华鲟

自然保护区，且位于东滩鸟类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的上游。却因为一起土地租赁合同纠

纷，在过去20年间成了光秃秃的砂石堆场。

近日，崇明区人民法院发布环境资源保

护司法大数据报告。报告显示，经司法手段

救济，奚西支堤砂石堆场被腾退，自然植被

正在恢复中，该起案件被收录入2023年最高

人民法院湿地生态保护典型案例。

崇明法院，上海首家成立环境资源审判

庭的法院，近三年共受理环境资源案件2197

件。这些案件通常涉及生物、化学、大气、土

壤等专业领域，还面临“现象在一地，源头在

别处”的困境。对此，崇明法院积极践行新

时代“枫桥经验”，成立首家涉环境资源法官

工作室，创新“先予执行”工作机制，引入专

家“法官”参与鉴定与释法，推动建立长江口

生态环境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在严厉打

击破坏生态环境违法犯罪的同时，以司法手

段推动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保护。

进入生长期，奚西支堤沿岸滩涂上的芦

苇一天比一天茂盛。这批新长成的芦苇荡，

不仅能涵养水源，还能形成良好的湿地生态

环境，成为鸟类栖息繁衍的家园。

“跟之前刚腾退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陈家镇法庭贺宇红法官回忆起案件，区海塘

管理所曾与某建筑公司签订协议，出租奚家

港外口西侧一块滩涂至2019年。建筑公司在

该土地上建造水泥筒仓生产加工混凝土。合

同期满后，双方就是否续租产生纠纷。

当务之急，是尽快将占用滩涂的土地腾

退出来。调解就在崇明法院环境资源法官

工作室举行。经调解，建筑公司先行腾退近

四分之三的承租区域。对于剩余部分，法院

及时作出裁判并执行完毕。

今年2月，崇明法院将环境资源审判工

作并入陈家镇法庭，将其打造为专门的生态

法庭，成为环境资源领域溯源治理创新之

举。不仅源头发现、就地化解，且生态环境修

复行动与案件审理工作同时进行。今年5月，

该案件被最高人民法院收录入典型案例。

某日深夜，长江大堤附近水塘，三人使

用兜状抄网捕鱼被当场抓获。这批渔获物

参考市值186元，三人为此获拘役三个月（缓

刑三个月），并自愿赔偿因非法捕捞水产品

造成的水生生物资源损害费用八千余元。

这起案件引起法院重视，并首次适用七

人合议庭审理的机制。合议庭由3名法官和

4名人民陪审员共同组成，其中一名陪审员

具有环境资源专业技术背景，是专家陪审员

之一。

环境资源案件专业性、技术性较强，法

律和事实复杂度较高。譬如本案被告使用

的渔具并不是普通的抄网，而是采用电脉冲

方式辅助捕捞，即“电捕”。这破坏了原有水

环境的生态平衡和水生动物栖息地。基于

此，三名被告被判定为“情节严重”。

针对审判环节中的鉴定难、执行环节的

修复举措少等问题，近年崇明法院做了一些

有益尝试。搭建生态司法协同平台，让专家

全程参与从立案、审判到执行的全过程规则

供给；与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行政执法部门

协调联动；与江苏省如皋、东台、江阴等法院

签订合作框架协议，推动建立跨区域司法协

作机制，解决长江水域生态环境保护“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现象。

崇明法院成立首家涉环境资源法官工作室，创新“先予执行”
工作机制，推动建立长江口生态环境跨区域司法协作机制

上海滩涂保护入选最高院典型案例

本报讯（记者陈海翔）2024年上海帆船
公开赛发布会昨天上午在上海港国际客运中

心码头举行，拉开了2024年上海帆船公开赛

的序幕。6艘J80帆船在黄浦江上扬帆启航，

正式启动2024年上海帆船公开赛筹备工作。

上海帆船公开赛是上海体育创立的又一

项全新自主品牌赛事。由于帆船比赛不同于

其他运动项目，对于环境，尤其是风力要求很

高。因此经综合研判，首届上海帆船公开赛计

划于2024年三四月间在黄浦江上举办。届

时，参赛运动员将一览浦东天际线及外滩万

国建筑博览群风貌，而申城市民和旅游者则

将有机会感受世界顶尖的帆船赛事。

考虑到黄浦江上竞技的专业性、观赏性

及安全性，首届上海帆船公开赛拟设置J80

帆船和诺卡拉17级双体水翼船两种竞赛船

型。其中J80帆船安全稳定性高，易操作，适

合群众参与；诺卡拉17级帆船为奥运会比赛

船型，速度快、操作难度大、观赏性强。

为体现赛事的国际性、专业性和广泛参

与性，上帆计划通过定向邀请和公开报名的

方式招募参赛队伍。同时，上海帆船公开赛将

对标其他知名帆船赛事，努力打造成为一项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上海自主品牌赛事。

右图：6艘J80帆船在黄浦江与陆家嘴金

融中心相映成趣。 本报记者 陈龙摄

对标国际知名赛事，打造全新自主品牌

上海帆船公开赛明春相约黄浦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