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姚丽敏

2023 年 1 月 9 日 星期一 / 本版编辑：殷志军 版面设计：倪叶斌

徐汇报

综 合

ZONG HE

12

虽然最近气温骤降， 但汇师小学的

大礼堂里依旧热火朝天。 去年是漕河泾

老年男子舞蹈队成立的 12 周年，他们相

约在舞台上用舞蹈为自己庆祝生日。

从舞蹈“小白”到屡获殊荣

舞台上，这些平日里包揽“买汰烧”、

接送孙辈的上海爷叔，手持抹布和拖把，

再现了首次登台表演的作品《洗刷刷》。 转

眼间，十二年过去了，这支平均年龄 67 岁

的街道老年男子舞蹈队也经历了成长和

蜕变。

初入“舞林”，爷叔们舞蹈功底为零，

接受能力也不及女学员， 社区请来的专

业舞蹈教师特意为男子舞蹈队“加课”。

教舞的时候， 还特地把每个舞蹈动作分

解成一个个慢动作， 逐一教会， 再拼起

来， 并开始通过服装和道具设计来表现

主题。比如《快乐的吐鲁番大叔》就让爷叔

们穿上新疆民族服装、手执皮鼓、耸着肩

膀出场，用幽默的表现形式来展现社区老

人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老街记忆》则

让爷叔们穿上长衫， 搬上板凳坐在小巷

里，回忆百年漕河泾旧时的风光……

几乎每年， 舞蹈队都会排演一两支

主题舞蹈。 一曲《洗刷刷》获得过徐汇区

群文舞蹈大赛二等奖，《摇滚来了》夺下了

2020 上海市民文化节市民舞蹈创作大赛

的优秀节目奖，《蒙古汉子》还走上了大剧

院的舞台，用舞蹈的方式向社会宣传老年

人终身学习、崇尚健康的生活方式。

当天，原上海歌舞团团长陈飞华也来

到了现场。 作为一系列舞台精品的创作

者、引领者，陈飞华半生沉醉于舞蹈，是老

师、是艺术家、是管理者，不仅和专业舞者

打交道，还一直致力于舞蹈艺术的大众传

播。 爷爷们的舞蹈让他看到的不仅是社

区老年人的精气神，更是街道对群文活动

的大力支持， 看到在漕河泾畔的幸福家

园中， 社区百姓正用舞步跳出自己的小

康生活。

大美漕韵，文化在这里传承

从生活物资集散地“漕乌泾”到魅力

无穷的徐汇中城，漕河泾已然走过百年历

史。 丁建华老师用朗诵声情并茂地展现

了漕河泾畔宜居城区的生态之美、 公益

志愿的奉献之美、社区邻里的和谐之美、

守望相助的情怀之美与文明实践的行动

之美。

近年来，徐汇区坚定文化自信，繁荣

文化文艺工作，以文化人、以文育德、以文

兴业、以文惠民，全力打响“海派文化之

源”品牌。漕河泾街道在不断蜕变的同时，

也始终关注着社区的老年群体，根据他们

的需求喜好，大力开展主题活动，让老年

人之间增加交流、增进感情，努力构建“老

有所学、老有所乐”的和谐幸福社区。 自

从漕韵活动中心改建后，舞蹈队有了自己

的舞蹈排练教室，那里还是大家“终身学

习”的好去处，每一位来到这里的社区百

姓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

舞台上，孩子们与爷爷们比拼起舞蹈。

爷爷们用他们的自信、 乐观和激情告诉大

家，真正的“少年”其实不是年龄，而是一种

生活的态度。从爷爷们的舞步中，可以感受

到幸福的因子不仅来自物质生活的充裕，

更源于内心对梦想的追求和热爱。

徐家汇街道辖区内乐山片区属于老

旧社区，人口密集，社区内部用地紧凑，缺

乏公共活动空间与绿色空间。为更好地进

行“人民城市”建设，推进社区治理，徐家

汇街道发起参与式社区共创之小小社区

规划师项目，联合同济大学社区花园与社

区营造实验中心发起小小社区规划师行

动并进行了招募。

“小小社区规划师”聚焦于社区及社

区周边学校的儿童与亲子家庭，通过沉浸

式参与调研、规划等一系列社区规划课程

与实践，让小朋友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儿童友

好社区，在孩子们的心中种下“社区规划”的

种子，并带动家长的力量，收获参与社区

共建的社会责任感，树立“主人翁”意识。

本次活动选择以徐家汇学生社区实

践指导点———虹桥路小学作为共创学校，

乐山二三村居委内社区花园作为活动试

点，将以社区花园共建与规划为主要议题

开展四场参与式社区规划工作坊。

第一期小朋友们在老师的带领下，依

次调研了乐山二三村小区内的一米菜园、

科普走廊及创意景墙。 通过实地走访，小

小规划师们发现不少问题并提出了许多

解决问题的方案。大家以捏彩泥的形式绘

制出各自心中对调研点位的改造方案。

在第二期活动中，小小规划师们针对

社区花园存在的问题，踊跃提出各自的解

决方案。又用了一周时间，与家长、社区小

朋友们深入交流讨论，细化充实并再次分

享自己的提案。

例如， 针对科普走廊处植物比较杂

乱，整体缺乏色彩等问题，小朋友们提出

可以用花箱改造点位。他们在专业老师的

指导下学习移栽的要点与注意事项，很多

小朋友在第三期活动中对提案又有了进

一步的优化，并面向小区内的小朋友进行

了小小规划师宣讲。通过对往期活动的回

顾及学姐、学长的分享，吸引更多孩子了

解和关注参与式社区规划。

第四场社区营造工作坊，主要针对破

洞的景墙进行修复和美化，同时结合老人

的需求增加晾晒功能，协助推进全年龄段

友好工作。

徐家汇街道表示， 为进一步加强社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 街道积极探

索“家校社”共育新路径，结合社区周边学

校等优势资源，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分中

心（站、点）、学生社区实践指导站等主要阵

地，通过“引进来、走出去” 等举措，多端发

力，把“家校社”共育工作办好、办出色。

六位云南贫困学子在 2023 年新年之

际又收到了来自上海铭言菜市场妇联阿姨

姐姐们的助学款，这个冬天不再寒冷，贫困

孩子心头燃起了一团火焰，乐开了花。

铭言集团在云南红河州有援滇扶贫

项目，集团领导在走访考察中发现，元阳

县百盛寨小学困难学生多，其中有六名特

别贫困的孩子。 2018 年起，集团在下属 20

余家菜市场发起了“汇聚微光，凝聚爱心，

助学云南贫困学生，铭言花在行动”募捐

活动，“铭言花” 积极响应集团的号召，菜

市场妇联主席高硕率先带头捐出 1000 元

助学金， 并认领了五个孩子的微心愿，

2000 多经营户也踊跃参与， 共募集助学

款 5.8 万元，53 个孩子穿上新校服的微心

愿得到实现。

为了让助学活动薪火相传，铭言花和

集团党总支各认领了三名孩子， 每个孩子

每学期 500 元助学款、每年 36000 元的助

学款雷打不动， 通过百盛寨小学李金玲校

长个人账户传递，再按月发给援助的对象。

历经五年，孩子换了一茬，但爱心接

力不断。百盛寨小学受助孩子说：“你们的

爱心让我们感动， 我们一定会好好学习。

在新的一年里， 祝铭言姐姐家庭幸福美

满，工作顺利。 ”

铭言集团副总经理高硕说：“疫情影

响下，我们铭言姐妹们仍旧奉献自己的一

份绵薄之力，为的是让这些孩子在崎岖人

生初始阶段，收获一份喜悦和爱心，扬起

人生理想的风帆， 做有益于社会的人，这

将是我们最幸福的回报。 ”

“我们一整天都在车上。早上 8点

左右集合，进行统一分配、领取物资，

然后就直接出车了， 吃饭就在路边

或者超市里买点东西吃。正常是晚上

8点下班， 但一般都要忙到晚上 9点

以后，10点多到家，最长一天要 14个

小时。 ”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中医全科医生李仰瑞向记者描述

他近日参加 120急救工作的状态。

随着新冠感染人数不断上升，市

民对 120救护车的需求量骤增，全市

院前急救工作面临巨大压力。李仰瑞

是一名党员，曾参加了一年的医疗援

滇工作，回来后进入隔离点工作。 去

年 12月 20日，接到市卫生健康委员

会扩容急救队伍的通知，李仰瑞闻令

而动， 主动报名，21 日下午参加完

120急救支援者培训会，便迅速投入

120紧张而繁重的转运工作中。

已经在救护车上连续工作了一

周多的李仰瑞表示，这些天 120救护

车出车频率非常高，一个白班基本上

要出车 10—15次， 接诊的基本上是

阳性老年患者，多数有发热、头晕、乏

力、呕吐等症状。车上配的医生只有 3

个，医护人员除了现场急救外，还要抬

着病人下楼、上车，体力消耗非常大。

“特殊时期，120 急救工作是对

人体力、 精力和毅力的巨大考验。

我作为一名医生，又是党员，必须扛

起责任，迎难而上，为急救工作贡献

一份自己的力量。 ”李仰瑞说。

这群“舞林好汉”用舞步跳出了幸福生活

小小社区规划师 牵手共创乐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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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接力持续中……

“铭言花”让云南贫困学子心里乐开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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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跟着车连轴转，

一天 1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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