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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天予 复旦新闻学院
余莉雯 史冰钰 联合采写

动迁社区问题多多，年轻的居委主

任如何应对？书院镇丽泽社区原本是一

个“让人头疼”的动迁小区，居民均来自

不同的村庄，许多人还保持着原来的乡

间生活习惯，给社区治理增加了许多难

度。居委会主任崔斌曾是一位“高材

生”，他用“科学自治”方法，将丽泽社区

建成为宜居和谐的生活社区。

崔斌懂得，必须要有一套完善的《自

治章程》，才能更好地凝聚整个社区。由

于工作是直接面对居民的，居委会做事

如果不够规范，不够公正，就会逐渐丧失

说服力，自治管理也将无从谈起。“有了

具体操作的详细章程，每个人都是社区

的管理者，这也方便了大家监督我们的

工作。”崔斌笑道，这是今年最主要的工

作内容。“居民自治就是介于没有法也没

有规的情况采取的自我管理。”根据这样

的理念，崔斌提出并领头制定了《居民自

治章程》，这个自治章程包含的内容十分

具体，比如社区福利制度等。

志愿者团队则为社区自治提供了

“爱心”。崔斌称：“志愿活动实际上也是

自治，我们发动居民为社区其他居民服

务，实现真正的居民自治。”

在居委的努力下，丽泽社区发展起

了一大批志愿者团队：老伙伴志愿者，

平安志愿者，党员志愿服务队，青年志

愿服务队等就是其中的典型。老伙伴

志愿者是对社区中大量的老年人一种

心灵慰藉；路口志愿服务队，不管是烈

日炎炎还是寒风刺骨，一直坚持维护着

社区里几大路口的交通秩序。平安志

愿服务队，发动全体志愿者率先关好自

家楼宇门、劝导文明晾晒，并进行“文明

考评”。

妇女之家是丽泽社区的一个特色团

体，主要是针对社区妇女办的读书班、文

艺舞蹈班、编织班、时装班等，这让赋闲

在家的妇女们都有了丰富的活动。李阿

姨热心介绍：“我们编织班连续两年为书

院镇 80 岁以上老人编织安心围巾和帽

子，共有2000多份。”

针对数量庞大的老年人，社区还建立

了老朋友俱乐部。周一为老人量血压；周

二，读书班；周三，唱歌班；周四，书画班；

周五，象棋班。其中属读书班最受老年人

欢迎，有四五十位老人一直参与。崔斌

说：“原来农村老人的文化素质比较低，我

们通过读书班为他们普及一些基本内

容。从最初的小区定位，乘坐交通工具到

现在的一些养生内容。我们的老朋友俱

乐部就是为了服务好这些老人。”

有位 70 多岁的老人，刚开始动员她

加入读书班的时候，她怎么也不愿意，但

过了段时间，她却向居委会建议一周一

次间隔太久了，特别想多来上几次课。

原来，读书班的几位退休老师特别有耐

心，读书班的老人们都爱听他们上课。

■本报记者 任文娇 浦东报道

历时近 9 个月的培训学习，高桥镇第

五期绒绣技艺传习班的 21名“绣娘”正式

结业。本月 14日至 7月 14日，师生作品将

在高桥镇社区文化中心展出。

分层教学 从零学起

本期绒绣传习班为综合班，学员层次

不同，许多学员从未接触过绒绣。针对不

同层次的学员，辅导老师特地展开分层教

学，对于从未接触过绒绣制作的学员，辅导

老师从上棚架、穿针引线到基本针法运用，

手把手地进行传教。新学员一开始对绒绣

知识一无所知，很快掌握了麻布的规格、毛

线的颜色以及绒绣的基本针法。

针对有基础的学员，根据她们的不同

需求，辅导老师将放样、配线、劈线，乃至染

线等各种绒绣技艺倾囊而授。学员能够完

成一般绒绣品的制作，个别优秀学员甚至

能够独立制样，配线、染线、构图。

本期传习班评出了优秀辅导老师 2
名，学员优秀作品一等奖 1名，二等奖 2名

和三等奖3名。一等奖获得者杨莉萍来自

杨浦区，9个月前，她从报纸上看到了高桥

绒绣传习班的招募通知，当即报名参加。

“现代人都很浮躁，绒绣能够让心沉淀下

来，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

传统手艺呼唤接班人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初，绒绣曾

是高桥地区居民家庭生活的主要经济来源

之一。但绒绣时间长，回报低，一个顶级绒

绣艺术品的制作周期往往需要半年乃至数

年时间，很多人对此不感兴趣。

“绒绣人才目前年龄结构偏大，绒绣制

作呼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到绒绣保护和传

承中来，优秀的绒绣作品在市场上供不应

求。”高桥绒绣馆负责人说。高桥绒绣馆兼

具展示、制作、销售、保护、传承五大功能。

馆内 150 多幅艺术展品中，有多幅作品曾

经获过市级、乃至国家级的大奖。

记者同时了解到，举办绒绣技艺传习

班是高桥镇开展传承保护工作的重要举措

之一，已成为镇域品牌常规项目。第六期

绒绣传习班将于今年 9月份开班，感兴趣

的市民可关注高桥镇公众微信号，获取报

名信息。除此之外，高桥镇政府还组建了

一批以传承人为主的优秀师资力量，在上

师大附属实验中学、育民中学、高桥镇小学

等普通中小学开设绒绣兴趣班，培养这项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接班人。

■通讯员 舒祖康

32分钟包了 50个粽子，70岁的小

区居民王薇薇神了，她当之无愧地成为

现场的包粽子达人。

日前，上钢街道居家养老服务中心

举办了一场“包粽才艺达人秀”比赛。14
位来自各居民区的大妈级的包粽子高

手，在社区助餐中心展开角逐。

比赛人群中，来自德州七村的王薇

薇熟练的包粽手势和技巧，很快引起了

大家的注意。整理粽叶、抓米、包扎绳

子，一气呵成，40秒不到，她就能完成一

个，第一个完成 50个的规定数量，现场

评委用电子秤一称，每个品种的粽子都

达到标准。

■通讯员 唐品璋

连日来，周浦镇社区生活服务中心

活动室里笑声不断，一群头发花白的大

妈戴着老花眼镜围在一起穿针引线做

香囊。

以退休职工为主体的周浦老来客

（银发乐）以活动丰富多彩吸引着众多

的退休人员。端午节到来前，理事会女

工委发动工艺制作组制作香囊。

理事会的倡议得到老来客的大妈

们的热烈响应，有的拿出压箱底的绸被

面，有的从家里拿来了高弹棉，有人找

来了香料、各色丝带、彩色珠子等物件，

还有人搬来了缝纫机。小小的香囊制

作工序却不少，选材、裁剪、缝纫、充填、

缝合、装饰、打中国结等一样不能马

虎。4天之中，大妈们共制作了 1300多

个香囊，这些香囊将在端午节前分发到

每一位周浦老来客成员手中。

■本报记者 徐玲 通讯员 冯舒明

端午佳节来临前，“南码头杯”肢残

人包粽子大赛如期举行，赛后，肢残人

将粽子送到了南码头社区敬老院，成为

老人最及时最贴心的端午礼物。

包粽子大赛上，共有14位选手参与

了限时10分钟的比赛，按选手所包符合

质量要求的粽子数量多少取前6名。选

手个个精神饱满、劲头十足，随着一声

开始令下，雪白的糯米、艳红的赤豆、翠

绿的粽叶在选手灵巧的手中翻转飞舞，

不一会儿就变成了一只只玲珑的粽子，

有三角的、四角的、六角的，形形色色的

粽子让观众称赞不已。比赛结束，还有

不少余料，许多残疾人自告奋勇成了义

务包粽子的志愿者，这些粽子被悉数送

到了南码头社区敬老院。

■通讯员 洪金龙 本报记者 张琪

6月 14日，“浦东山歌”展演在上海

电影学院艺术学院艺海剧院举行，“浦

东山歌”成为张江人的文化“肖像”。

这一天，10多支歌队 400多名队员

纷纷登台献艺，演唱了“打夯歌”、“十二

月花名”、“莳秧山歌”等老山歌，以及新

创作的“唱唱我伲新张江”、“灿烂人家

喜盈盈”等共10多首新老山歌。在候场

的人群里，晨晖路居委的王淑珍毫不起

眼，完全看不出是一个“新张江人”。

2007年，她与丈夫一起从河北来张江照

顾儿女，不会说上海话，就报名参加“新

上海人学讲上海话”培训班；2008 年参

加了小区合唱队，学唱“浦东山歌”，如

今，她已能讲一口流利上海话，“浦东山

歌”也唱得有滋有味。

“张江虽然农民已经不多了，但是

浦东山歌作为张江的文化传统，却可以

成为融合社区文化的一把金钥匙。”张

江镇文广中心主任周一俊透露，张江社

区学校积极配合“浦东山歌”保护计划，

将社区学校作为普及工作的阵地，把教

唱“浦东山歌”列为社区教育品牌，从

2013年起，开展“送教进社区”活动。传

承人奚保国亲力亲为，深入到10多个居

村委进行授课教唱。与此同时，奚保国

还整理编写了《浦东山歌教材（一）》，被

列为浦东新区社区教育丛书。今年，经

老奚整理的11首老山歌及新创作的2首

新山歌在社区广为传唱，《浦东山歌教

材（二）》也已问世。

现今全镇 20 多支歌队唱“浦东山

歌”如鱼得水，他们说，重唱父辈们唱过

的山歌，感到特别的亲切、开心。更令

人欣喜的是，在张江国际化社区的晨晖

路、藿香路、城市经典等居委，涌现了多

支新上海人山歌队。

据悉，张江曾是“山歌之乡”，“山

歌”被遗忘了数十年后，又在张江大地

唱响。2012 年，镇组织排练了大型“浦

东山歌”音舞组合《张江之韵》，在 2012
年和 2014年两度公演，优美的音乐，恢

弘的场景，精湛的演唱，震撼了广大观

众，让人们重新认识浦东山歌的魅力。

■本报记者 徐玲 浦东报道

在广场上，不光可以跳“小苹果”健

身，还可以玩柔力球套路。日前，浦东新

区老体协和浦兴路街道联合举办长绸柔

力球广场套路第一套培训班。来自陆家

嘴、浦兴、张江、宣桥、惠南等 19个街镇

的 57 名中老年健身骨干参加。今年是

浦兴路街道老龄办第三次承办浦东新区

老年人柔力球培训班，今年重阳节期间，

他们还将承办该套柔力球的全区交流展

示活动。

公开资料显示，高桥绒绣，又名“绒

线绣”，是指在特制的网眼麻布上，用彩

色羊绒线绣出各种画面和图案的刺绣。

绒绣原本流行于欧洲。早在14世纪，德

国农民的服装和壁毯上，就有根据织物

经纬线排列，计算针数而绣成的图案。

到了16世纪，欧洲出现了一种专作刺绣

底子的麻布，在底子上用绒线逐针绣满，

便成了绒绣。绒绣作品既可表现色彩缤

纷、层次复杂的油画；也可绣制形象逼

真，对比强烈的艺术摄影；作品色调饱满

浑厚，颇具立体感。

21名“绣娘”传习班结业“秀”作品

高桥绒绣期待更多年轻人接力

动迁社区实施“科学自治” 浦东举办柔力球培训班

张江重塑文化“肖像”

肢残人比赛包粽子

70岁老人荣获
“粽子达人”称号

银发大妈做香囊

绒绣作品展吸引居民参观。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