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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千万人中的一名普通

学生，非常惊喜可以给你提供一

点点的帮助。 ”

“祝下一个使用这套桌椅的

同学，身体健康、学业有成。 ”

“希望收到这套桌椅的你天

天开心，在学校里度过快乐的时

光。 ”

随着一套套课桌椅被搬上

货车，6 月 28 日，上海张志勇公

益服务社理事长张志勇的云南

行再度启程。 此次，他将给云南

红河州地区的学校带去成套的

课桌椅和白板等教学物资。

值得一提的是， 此次捐赠

的物品均来自徐汇区田林街道

辖区的学校。 在得知自己曾经

使用的课桌椅将被送往云南

后， 不少学生用心地在彩纸上

写下祝福，有的还画上漫画，用

玻璃胶纸固定在课桌的抽屉

里，希望能给远在“彩云之南”

的下一任课桌使用者， 带去惊

喜和温暖。

据了解， 这已经是张志勇

今年第二次出发前往云南运送

捐赠物资。 虽然近日“梅姑娘”

发威，时不时就是一阵大雨，但

为了加快搬运， 田林街道的不

少退役军人和爱心企业都赶来

帮忙。 张志勇告诉记者，当地的

教育局会将这批课桌椅分送到

几个学校，“正好现在暑假了，

搬运的时候安全一点， 下个学

期一开学， 孩子们就可以用到

新的课桌椅。 ”

一张张希望课桌、 一件件

爱心物资，将承载着暖暖真情，

跨越三千多公里抵达各个学

校。“良好的学习环境对于学生

的成长非常重要。 ”田林街道相

关负责人表示， 希望这次捐赠

活动能让更多人关注公益并参

与进来， 一起为孩子们创造更

好的学习条件。 同时也希望将

爱心人士的善举转化为山区学

校办学的动力，融入感恩教育，

培养学子们以优异成绩和感恩

品格回报社会的关爱。

“上海阿爸”爱心捐赠公益行再启程

原创越剧《黄道婆》 刻画戏韵“她力量”

6 月 27 日， 一场连接现

实与未来的探索之旅在漕河

泾开发区园区缓缓展开，“元

创未来”元宇宙设计创意大赛

的衍生活动———AI 设计造物

国际创新营在此举行。虹梅街

道作为大赛主办方，邀请同济

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的师生们

走进腾讯科技（上海）有限公

司和上海鹰角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见证元宇宙产业的蓬勃

脉动。

在腾讯与鹰角网络的展

示空间里，历史与未来仿佛在

一瞬间交汇。 中外学子们近距

离了解这些行业巨头的发展

历程， 站在模型和展品前，感

受着技术如何塑造未来世界。

同济大学与元宇宙设计

创意大赛的渊源深厚，其不仅

是大赛的指导方之一，更是大

赛“无穷大”Logo 的设计者。

“其实这是个‘人’字，寓意着

元宇宙以‘人’为核心，无限延

伸的广阔天地。 ”同济大学设

计创意学院带队老师在参观

间隙， 热忱地鼓励同学们关

注大赛， 并积极参与今年 8

月即将开始的第三届大赛。

“这不仅仅是一场赛事，它是

你们展现才华、 通往梦想游

戏企业的桥梁。 期待你们用

创意敲开未来的大门。 ”

据了解，虹梅街道还与同

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深度合

作，结出了累累硕果。 通过设

立“校企工作坊”，双方携手打

造同济大学 2022� Studio� 3 联

动课程，聚焦“数字经济元宇

宙”主题产出 27 项学生成果，

并在首届元宇宙设计创意大

赛上大放光彩。

“我们致力于构建一个从

教育到实践、从理论到应用的

完整生态链，让设计创新的种

子在这里生根发芽，最终绽放

出元宇宙产业的璀璨花朵。 ”

活动现场，虹梅街道相关

负责人为同学们详细介绍了

元宇宙设计创意大赛， 她表

示，通过大赛的平台，不仅能

够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更是

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一座人

才交流的桥梁，吸引并会聚着

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才俊，为

元宇宙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注

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金丝勾勒

出作品的轮廓，

釉料填充成亮

眼的色彩；百年

传承， 千丝点

染， 笔墨铺展，

掐丝勾勒。

谁说非遗

很遥远，这不就

在这个夏天来

到了家门口 。

近日，漕河泾街

道宏润花园居

民区组织开展

了一场别开生

面的掐丝珐琅

手作活动，将非遗的浪漫送进了社

区，让居民们也体验了一把流传千

年的掐丝珐琅的魅力。

我国掐丝珐琅技艺流传至今

已有 800 年历史，是我国著名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之一。 掐丝珐琅是

指在金、铜胎上用金丝或铜丝掐出

图案， 填各色硅酸盐类珐琅料，经

焙烧、打磨、镀金而成的复合工艺

器物。

培训师为每位居民准备好了

铜丝、小镜子、胶水、小铲刀、彩

沙、乳胶等丰富的物料，又将步骤

简化为绘图、缕丝、掐丝、珐琅、干

胶。 居民们在培训师的指导下，仔

细地将铜丝绕成图片形状， 然后

将铜丝竖着黏在镜子的翻盖上，

用小镊子小心翼翼地微调铜丝的

细节部分。“这可比平时择菜要难

呀。 ”前来参加活动的居民给足了

耐心和细心，经过 2 个小时，一个

个各具特色的掐丝珐琅手工镜就

制作而成。

据宏润居民区工作人员介

绍，此次珐琅制作活动是一次先

行试点，计划在暑假期间降低手

工操作的难度，让放假在家的未

成年人也可以在活动中感受到

非遗“景泰蓝”的魅力，加强孩子

的动手能力和艺术鉴赏能力。

非

遗

浪

漫

进

社

区

体

验

千

年

掐

丝

珐

琅

魅

力

“黄道婆，黄道婆，教我

纱， 教我布， 两只筒子两匹

布，巧夺天工一把梳。 ”在悠

扬婉秀的戏韵唱腔中， 大幕

徐徐拉开， 精心设计的舞台

布景逐渐展现在眼中。 几句

戏腔， 不仅是江浙沪地区心

口相传的歌谣， 也是原创越

剧《黄道婆》的开幕词。

6 月 29 日， 上海市徐汇

越剧团在斜土街道社区文化

中心剧场首演原创越剧大戏

《黄道婆》。“江南灵秀出莺

唱，啼笑喜怒成隽永。 ”在如

诗的越剧戏词和如画的舞台

布景中， 徐汇越剧团的演员

们为现场观众们带来了如诗

如画的视听体验。

“黄道婆”的故事为人所

熟知，越剧《黄道婆》如何讲

述这历久弥新的故事？

记者了解到， 本次上演

的越剧 《黄道婆》 创编于

2006 年，曾参加第四届全国

小戏大赛， 获得全国文化部

群文司大奖，2008 年该戏还

作为上海市唯一剧目， 参加

首届全国老年风采大赛并获

戏剧银奖。如今，这出磨砺十

余年的好戏本， 在著名剧作

家、 一级编辑赵化南的帮助

下， 从越剧小戏创作排演成

原创越剧大戏， 用短短的几

幕剧情刻画了黄道婆逐步成

为棉纺织巧匠不平凡的一

生。

剧中， 黄四娘生于南上

海松江府乌泥泾（今上海徐

汇区华泾镇），离乡背井来到

海南黎族崖洲谋生。 在海南，

她学会了一整套黎族先进的

纺织技术。 几十年后，黄道婆

重回故乡创办纺织作坊，将

黎族的先进纺织技术传授给

乡亲， 并不断地革新纺织工

具、 创制新衣， 经她辛勤努

力，松江衣被闻名天下。

“黄道婆”的经典故事融

汇越剧戏曲的艺术化处理，好

在哪里？

越剧唱腔长于抒情、优美

动听，表演真切动人，极具江

南灵秀之气，在徐汇越剧团的

《黄道婆》中，角色唱腔多了

一份质朴抱素、不事花哨，恰

到好处地刻画了劳动人民出

身的“黄道婆”的形象。

通俗易懂的戏词与念

白，是越剧《黄道婆》的另一

个优点。 越剧作为江浙沪最

行俏的剧种， 本身具有念词

简单的特点， 结合创作团队

精心编写的戏词， 能够让观

众更好地沉浸在舞台营造的

视听体验中。 如“一声惊雷，

苍天无情暴雨连， 水漫棉田

一片片，叫天不应地不灵”，

短短四句戏词， 简明清晰地

交代了黄四娘家乡遭灾的故

事背景，朗朗上口。

“我之前不太听越剧，但

看了这出戏之后， 我觉得越

剧也相当好看， 黄四娘的故

事被演员们表演得十分精

彩。 ”爱好戏曲的李伯伯对演

出赞不绝口。 演员们优美的

唱腔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

深深地吸引了在场的观众，

台下不时爆发出热烈的掌

声。

徐汇越剧团团长樊亚娟

告诉记者： “原创越剧大戏

《黄道婆》歌颂的是黄道婆勇

于探索、无私奉献、科学创新

的精神。 弘扬传统文化，演绎

越剧经典， 将好故事和正能

量带给观众， 一直是我们团

队创作和表演的初心。 ”

记者 解景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