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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甘棠树下”社区法官田林

工作站、 立法信息采集点揭牌仪式日前

在田林街道举办。 这是继 2020 年 11 月

在长桥街道、2021 年 4 月在漕河泾街道

设立工作站后， 徐汇法院设立的第三个

“社区法官工作站”。“甘棠树下”社区法

官田林工作站、立法信息采集点的设立，

进一步增强了基层立法联系点的力量，

也进一步延伸了法院司法服务的触角。

徐汇法院自 2018 年 3 月成立“甘棠

树下”社区法官工作室以来，下沉司法资

源，积极促进基层纠纷的源头化解，得到

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可。徐汇法院表示：“法

院工作触角向基层延伸，本身就是诉源治

理一条非常有效的途径。在家门口帮老百

姓化解矛盾， 既能避免小矛盾变成大纠

纷，也降低了人民群众的诉讼成本。 ”

社区法官街道工作站的设立是徐汇

法院进一步延伸司法职能， 创新基层社

会治理的有力举措。 并开设了许多暖心

的特色服务，如涉老案件亲情服务，针对

行动不便的老年人提供上门司法服务；

分类定制宣讲课程， 针对各街镇和各类

人群的不同需求， 开设专门的法治宣讲

课堂，定制课件菜单，对社区群众开展普

法教育。

同时，定期开展法律咨询活动，广泛

征集社区居民、企业单位的司法需求和关

注热点， 找准恰当节点赴街道居委会、学

校、企业园区开展法律咨询、普法讲座等

特色司法服务。

与以往不同的是，本次设立的田林工

作站，还拥有了新的使命和职能———基层

立法。 在社区法官对接机制、司法联络延

伸服务机制、 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突

发情况应急处置机制和人民调解综合指

导培训机制等六项工作机制基础上，田林

工作站建立了基层立法联系点专业支撑

机制：充分发挥法官专业能力，加大参与

基层立法、监督执法、促进守法、宣传普法

等工作；结合法院实际工作，加大地方立

法的普法宣传，让与群众息息相关的各项

规定能更好地被知晓、被普及。

随着“甘棠树下”社区法官田林工作

站的成立，通过将优质、接地气的公共法

律服务送到家门口， 将进一步增强社区

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希望各方

在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赋能基层立

法联络工作、探索市域社会治理调研课题

等方面开展良好合作。

徐汇再添“社区法官工作站”

赋予基层立法新使命

�记者 汪晓

上海沪剧院精心策划打造的“文化溯

源 传承创新”———经典沪剧《庵堂相会》

《陆雅臣卖娘子》 近日在宛平剧院热闹上

演。 一批“00 后”沪剧新生代演绎的骨子

老戏让业内外刮目相看，原定四场演出因

反响火爆又加演了两场。两部戏中荟萃了

十五个经典沪剧流派，涵盖了几代艺术家

的表演精髓。传统经典，青年表达，尽显沪

剧新生代风采。

《陆雅臣卖娘子》《庵堂相会》两部戏

堪称是沪剧“教科书”级的经典剧目，剧中

不仅有上海早期城乡社会的生活气息和

文脉记忆， 还有“搀桥”“拷红”“娘舅赋”

“叹五更”“求岳母”等脍炙人口的唱腔，经

过几代沪剧名家不断打磨，已经成为沪剧

演员的“必修课”。

“这两部戏是我们几代沪剧人都要唱

的戏，是打基本功的，邵滨孙老师、王盘声

老师，都希望能够把这两部戏传下去，这次

复排，我们把戏里面的一些好的东西，再加

工，再提炼，然后再加上我们宛平剧院的

剧场因素，比较沉浸式，比如抢景的时候，

舞美在台上，演员就走到观众席里面去演，

这样和观众拉近了距离，增加了互动感；

还有一点观众比较喜欢的就是流派纷呈，

一共有 15个流派在两部戏里面呈现。 ”

此次复排导演舒悦告诉记者，年轻演

员们都很努力， 他们没有谋面过老先生，

就听录音，看录像，琢磨前辈们的唱腔技

法； 健在的老艺术家， 沈仁伟老师 85 岁

了，韩玉敏老师 90 岁了，还有其他老师都

毫无保留地支持年轻人，倾囊相授，此次

演出观众满意、内外行叫好，要归功于上

海沪剧院领导和这些老艺术家们，对年轻

人来说也是一个鼓励， 为他们起了个好

头， 让他们能够慢慢地一步步接上来，希

望他们更上一层楼。

“老戏比新戏要难唱得多，现在看下

来，这些小朋友有基础了，再创新起来更

加方便。”沪剧表演艺术家韩玉敏先生说。

上海沪剧院此次复排的这两个剧目

延续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典版本，在整

理、挖掘、传承的基础上，保留了经典唱

段、唱腔、念白，并结合当下审美品位，对

部分唱段进行了重新编排。 其中，“娘舅

赋”从原来的赋子板改为了三角板；“叹五

更”则集合了“文派”“解派”“邵派”“王派”

“春派”的唱腔，给观众耳目一新的感受。

“相当有味道，因为沪剧我们从小就

听的，上海人从本滩、申曲到沪剧，现在新

的一代接上了，确实唱得不错，有传承人

的意味了。 ”一位从长宁区赶来的戏迷向

记者表示。

据了解， 此次两部戏的排练正值酷

暑，老艺术家们纷纷坐镇现场，慷慨授艺，

将毕生积累的艺术经验悉心传授给青年

一代，延续沪剧血脉。

“第一轮宛平剧院演出完以后，我们

将召开研讨会，让老师们、老前辈们、艺术

家们坐下来， 对这几场戏提出更高的要

求，我们再修正、再提升艺术水平，奉献给

上海的戏迷和观众朋友。 ”上海沪剧院青

年团团长吴争光表示。

“上海乡音”回来了

这两部经典沪剧“青春版”后继有人

�记者 张文菁

岁岁重阳，今又重阳，不是春光，胜

似春光。 一年一度的重阳佳节之际，龙

华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心的志愿者

们走进上缝小区开展公益活动，带领社

区老人一起做“柿柿如意”健康香囊，在

送去暖心问候与节日祝福的同时，也与

老人们开心同乐，共享手工艺品制作的

乐趣。

前来授课的孙老师向记者介绍，为了

与重阳节的氛围呼应，特意准备了一款小

巧玲珑的“柿柿如意”香囊，同时还准备了

艾草和薰衣草两种中药材，放入香囊中可

以起到安神、助眠、驱虫保健的作用。“正

好又是在秋天，柿子是应季水果，还能讨

口彩，很适合今天的活动主题。 ”

居民张阿姨是 1992 年就搬迁来此的

“老上缝人”，曾在雷允上工作的她对中药

材很熟悉，还没开始动手就发现材料包里

“内藏玄机”。“我已经闻到里面有药材香

味了。”她笑着说道，自己其实并不擅长针

线活，今天的香囊需要用针线缝制，想要

做好离不开老师的指导。

据悉，上缝小区是一片高龄老人较多

的小区。 居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小区内

90 岁以上的高龄老人有 60 多位。 今年重

阳节，上缝小区除了举办公益活动，还为

小区凡 80 岁以上的老人都准备了糕点作

为节日贺礼。 对于行动不便的老人，除了

一部分由老人子女代领外，工作人员也提

前将礼包送到了老人家中。

“柿柿如意”香囊“飞针引线”献艺

“将水生植物、贝壳等摆件对鱼

缸进行布置装饰， 再放入各色斑马

鱼， 这样鱼和植物之间能形成一个

洁净卫生的共生系统。 ”10 月 4 日，

田林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一楼的

初心加油站迎来了一群老伙伴。 在

老师的专业讲解下， 他们学习养鱼

技巧，收获养花的乐趣，感受大自然

的馈赠与生命的活力。

同日， 一场帮助老宝贝们跨越

数字鸿沟的科普讲座则在线上同步

展开。 简明易懂的生动解说让参加

活动的老年人也可以拥抱数字生

活， 感受数字化时代的新型生活内

容，享受快乐时尚的老年生活。

线上线下的活动同步展开，田

林街道党政班子在重阳佳节前夕也

开展了走访慰问活动， 为居民区的

老人们送上慰问品和节日祝福。

家住徐汇区斜土路街道日五居

委的邵阿姨，是一位拥有 50 年党龄

的中国共产党员， 还被评选为上海

市劳模，疫情期间积极成为志愿者，

一直热心小区事务， 发挥余热。 近

期，由于家中坐便器老旧，老两口生

活很不方便，很是困扰，她的微心愿

是希望适老化改造。 街道为圆梦老

人的小心愿， 量身为老人提供居家

改造方案， 其中包括更换智能马桶

盖、坐便器、血压计，并负责上门安

装和后续维修服务。

邵阿姨感慨地说：“党和国家对

我们这些老年人是真的好啊， 发自

内心地感谢。 ”

跨越数字鸿沟

圆梦微心愿

�记者 姚丽敏 柴斌

�记者 傅文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