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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滑稽戏舞台， 已经很久没

这么热闹了。

是独脚戏《石库门的笑声》，带来

了一点动静。 毛猛达、沈荣海这对搭
档，有噱头，有功底，让人开场面带微

笑，中途哈哈大笑，结束会心一笑。我
也被圈粉了。 上海滑稽戏，有戏！

过去几年， 我一直觉得上海滑

稽戏相对落寞，最主要的原因是“不
滑稽”。 看过《石库门的笑声》，感觉

这个观点片面了。 这档滑稽戏笑点
很密集，而且很多本土噱头，真正能

让上海人放声大笑。其喜剧效果，甚

至好过德云社的相声。

不过， 光靠一个作品， 不能持

久。 过去几年，上海滑稽戏，过的是
苦日子，是冷清日子。 当中的原因，

有客观，也有主观。 如今，怎么样借
《石库门的笑声》这股东风，真正走

上繁盛的道路，显然，上海滑稽戏还

缺很多东西。

首先，缺少明星。市场是讲究票房

的，现在有票房号召力、能让老百姓真
金白银掏钱买票的滑稽戏明星， 还有

多少？ 市场不认同，就是闭门造车。

其次，缺少新秀。 尤其缺少的，

是后备人才。 很多年轻人现在连上
海话都说不利索， 哪里来的激情学

滑稽？ 年轻人不学，不看，上海滑稽

戏就缺少后劲，就后继乏力。

第三，缺少平台。虽然很多滑稽

戏演员在上电视，但坦率地说，上海
的本土喜剧平台， 基本上都被德云

社或东北二人转演员占据了。 这对
滑稽戏的发展，不太有利。

第四，缺少经典。还有多少人能
沉下心来，研究出好的滑稽戏作品？

不要说《七十二家房客》，退而求其

次，能不能再出现像《老娘舅》《红茶

坊》或者《开心公寓》这样的作品？

最后，缺少运营。老百姓不会自
动买票到剧场看表演， 酒香也怕巷

子深。 上海滑稽戏要好好学学德云
社，不但学对业务的钻研，更要学德

云社把一场商演几千张票都卖出去
的本事。

《石库门的笑声》的出现，是个

好现象， 它让上海滑稽戏重新得到
了关注，重新找到了方向。把握住这

个机会，也许，上海滑稽戏就能走出
一条新路。

走基层新春

上海滑稽戏，有戏！ 晏秋秋

    春节期间，上海处处洋溢着欢

庆的氛围。幸福祥和的背后有一群
人在默默付出，他们主动放弃休

息，有的在社区传授垃圾分类技
巧，有的为外来游客指引方向，有

的协助巡查“禁燃”、丰富春节文化
活动⋯⋯正是他们的坚守，让这个

新春佳节变得更加美好。他们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志愿者。

年夜饭分两次烧
“不管是大年三十还是初一，

我就记牢我是周一还有周五值班，

即使雨雪交加，我们志愿者也风雪
无阻。”长宁区华阳路街道华院小

区志愿者何爱仙说。今年，她们小
区的 50余名志愿者选择和 393户

人家一起过春节，七天假期分班轮

次做好垃圾分类工作。
任培雅是位酷爱烹饪年夜饭

的“大厨”，也是一名志愿者，除夕
夜正好轮到她值班，所以这顿年夜

饭就得分两顿烧———16:00先来一
套冷盘，20:00再烧一顿热菜，中间

间隙到小区的垃圾箱房旁边值班。
任培雅说“虽然饭点没和家人在一

起，但看到周边干净了，心里舒服，
家里人也很支持我。”

为投放垃圾的居民进行记录、
给正确分类的居民扫码积累绿色

账户积分、向年轻人科普垃圾分类

知识⋯⋯垃圾箱房边，小区志愿者

不厌其烦地指导居民正确分类。1

月 31日，上海市十五届人大二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上海市生活垃圾
管理条例》，该条例将于今年 7月

1日起施行。上海的社区志愿者放
弃休息，借助春节期间家庭团聚人

员多、投放垃圾多等特点，积极做
好垃圾分类的宣传。

年夜巡查忙到零点
传统的除夕夜和初五零点“迎

财神”，是“禁燃”安全防控压力最

大的时段，社区志愿者积极参与禁
燃活动的宣传和巡查，和公安、消

防人员一道忙到零点守护平安。

大年三十家家户户共度新春

之时，金山区朱泾镇的李春花从团
圆饭中抽身而出，与巡防团队员相

聚街头，对可能存在的烟花爆竹销
售、燃放点开展专项巡查。今年春

节，已是她坚守志愿者岗位第三
年。“就当饭后散步一样，只不过多

了份责任，多留个心眼。”李阿姨轻

描淡写地说。作为区市民巡访团骨
干，李阿姨虽已花甲之年，仍坚持

在除夕寒风夜巡检两个多小时，边
走边宣传。

据了解，春节期间仅金山区市
民巡访团志愿者就有近 200 人参

与“禁燃”宣传和烟花爆竹管制工
作，全市共有 25万名志愿者参与

平安守护。

志愿服务全年无休
“请问上海博物馆怎么走？”年

初三中午时分，游客邓先生从轨交

1号线 16号口出站后，直奔人民
广场学雷锋志愿服务站寻求指引。

站内两名穿着绿马甲的志愿者用
标准的普通话进行了详细讲解。服

务站站长罗泽国介绍：“我们这个

服务站点正对轨交 1、2、8号线 16

号口，来询问景点怎么走的外地游

客特别多。”
新天地志愿服务站站长茅蕙

说：“今年我是年初三、初五值班，
走亲访友的时间都是提前安排好

的，不影响志愿者服务工作。”茅蕙
春节期间坚持参加志愿者服务已

经好几个年头，她饶有兴致地介
绍，每年春节期间，都会有穿着整

洁的市民、游客前往一大会址瞻仰
参观，服务站会为他们提供细心的

指引。初三一早，张先生带着一家
三口来到新天地，他觉得新的一年

到党的诞生地看看很有意义。
黄浦区志愿服务指导中心负

责人郭青表示，全区学雷锋志愿服
务站目前共有 4个，365天每天每

个站点都有 2-3名志愿者，他们不
仅在站点帮游客做指引咨询，也提

供一些紧急必需品。

传播“上海文化”年味
春节期间，许多市民游客到上

海的文化场所感受文化魅力，不仅

有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上海
群艺馆等文化场所开放，各区的文

化场馆和社区也准备了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供市民参观与体验，志

愿者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大年初二，位于松江区中山思
鲈园的雷圭元纪念馆内，讲解员张

根娣正在为小朋友“上课”，年近
70岁的她，仍活跃在志愿者岗位

上。张根娣说：“春节又逢寒假，不
少家长会带孩子过来参观，趁这个

空档‘补补文化’。”
雷圭元纪念馆自 2016年正式

开放，其纪念者为“中国现代设计
之父”，曾主持过北京人民大会堂

等重要建筑的装饰设计工作，馆体
以其祖父雷补同旧居的主体建筑

改建而成。张根娣正是从那时起，
接过了馆内志愿者的任务。仅 200

平方米的单层纪念馆，4位大龄志
愿者各站其位，或是讲解互动，或

是维护现场秩序，忙得不亦乐乎。
问及家人对她当志愿者的看法，张

阿姨笑着说：“亲戚都开玩笑说，我
春节比领导还忙，我倒是觉得老党

员就是要为社会多出一份力！”
蔡骏 李茜 张泽茜 郭文才

过节不忘“分类”“禁燃”查到凌晨
申城 25万志愿者参与平安守城

■ 新天地志愿者服务站春节期间为游客提供指引服务 张泽茜 摄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不过，为

了广大市民能够安度春节假期，有
一群人，却在为这座城市默默地付

出。他们，便是城管。春节期间，记
者跟随四川北路街道城管执法中

队队长范东耀，奔波在执法第一
线，体验他的辛酸苦辣。

四川北路街道，南至海宁路，

东抵四平路，西靠河南北路宝山
路，北达四川北路鲁迅公园，辖区

面积 1.78平方公里。“虽然 2007

年我就加入城管队伍，但是直到去

年才调到四川北路街道任队长，算
是个‘新兵’。”范东耀表示，初来乍

到时，他就意识到，中心城区的“城
市肌理”就如同毛细血管一般复

杂，需要像绣花针一样的精细化管
理，方能理顺厘清。

“干我们这一行，‘随时在岗’，
基本就是常态。”大年初五一早 8

时许，记者见到四川北路街道城管
执法中队队长范东耀时，他正和队

员驾驶城管执法车，在沿街面巡
逻。今年，他像往年一样，没有回老

家，甚至也没能和妻子一起，在家
中吃上一顿年夜饭。“今年大年夜，

正好轮到我值班，大家一年忙到
头，都很辛苦。我也就不安排其他

兄弟了。”大年三十晚，范东耀一人

扛起了街面巡逻、检查的重担，忙

了个通宵。累了，在车里“眯”一会
儿；饿了，在快餐店点一份单人套

餐。直到忙完一个通宵，他才意识
到，这便是自己的“年夜饭”了。

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范东耀将记者“请”上车后，一

边开车，一边聊了起来。不过，他始

终不停地注意着街面情况。有不少
市民反映，辖区内有一些私建的

“小斜坡”，存在安全隐患。接到信
息后，范东耀和队员顾宗宁立即驱

车来到长春路。

记者在现场看到，长春路上街
沿一侧，被人用砖块和水泥浇筑了

一个斜坡，绵延两三米左右，还占
去部分机动车道。而在斜坡旁，就

是一个幼儿园，一旦来往车辆视线
被挡，更容易诱发安全事故。范东

耀赶紧掏出手机，联系工作人员。
约 5分钟后，几名戴着安全帽的施

工工人到场。工人们抡起锤子和铁

锹，齐心协力，约 40分钟后，这一
处斜坡就被铲为平地。

重点区域“打卡巡查”

中午，范东耀在便利店买了盒
饭，匆匆扒完，稍作休息，又钻进了

巡逻车。巡逻车一路开到东宝兴路
近宝源路路口。

范东耀向记者介绍，这里原本

是“三区交界”地带，出了名的“脏
乱差”。“这里的沿街乱设摊位，都

快把人行横道线‘吞没’了。所以，
我们在这里设置了‘打卡签到

点’，加强管理。”记者看到，如今，
街面秩序井然。队员顾宗宁做完

巡查后，拿出证件，打卡“签到”。

“在我们辖区里，类似‘打卡签到

点’有 20多个。”范东耀说，但凡

需要“打卡”的，是巡查工作的“重
中之重”。

科技助力精细管理
老城区沿街商铺多，商家超范

围经营怎么办？范东耀拿出了手

机：“我们有‘智慧城管’系统。”他

向记者演示道，只要打开系统，点
开“一店一档”，商家信息、经营范

围，甚至门面照片都一清二楚。“一
旦商家想改变经营性质，系统上都

会被记录得清清楚楚，店家也不敢
‘耍滑头’了。”不过，虽然信息完

善，还需城管执法者们一一上门查
勘、比对。采访结束时，已近黄昏，

范东耀却依旧在路上⋯⋯
如今，科技在城管执法当中，

正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虹口区城
管执法局局长吴迪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目前，虹口区城管执法
局“智慧城管”系统已建成并成熟

运用“五个网上”、基础数据库及信
息综合处理等七大模块系统，实现

执法勤务、任务处理、法制办案、社
区工作、投诉处置等业务 24小时

全天候痕迹化管理，为城管执法实
现精细化、规范化和高效客观提供

了科技支撑。 本报记者 徐驰

本报记者跟随城管人员实地巡逻———

精细管理让城市更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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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