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范洁）2 月 21

日，俄罗斯籍捕捞船“阿兰德”号满

载 50 余吨俄罗斯海域活帝王蟹，

抵达上海长兴岛横沙渔港口岸。这

是 2019 年上海迎来的第三艘海运

整船俄罗斯活帝王蟹，帝王蟹国际

贸易海运干线逐渐成型。

据上海长兴岛渔港有限公司

副董事长、总裁徐非文介绍，今年

元旦以来，仅上海鱼我所欲供应链

管理有限公司从捕捞区海运直航直

供上海及周边消费市场的俄罗斯活

帝王蟹总计 200余吨。 中国水产流

通与加工协会帝王蟹分会即将成

立， 未来将会有更多的帝王蟹以海

运直达的方式大规模抵达中国。

帝王蟹从俄罗斯深海捕捞后，

直接进入捕捞船内暂养舱。为模拟

帝王蟹生长环境，提高存活率和避

免运输过程的污染，捕捞船海运全

程中，帝王蟹暂养全部使用捕捞区

的深海纯净海水，杜绝人造、合成

“海水”，从品质和味觉上最大限度

保持深海帝王蟹最高水平。

“农二代”金建在田间实现“开源循环”

十年坚守扎根社区
草根文化彰显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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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郊公共文化配送为何不受待见？

演员比观众多 片源比院线差

丽美 乡村

    屋外阴雨绵绵冷风飕飕，屋内

却“阳光”和煦温暖如春。走进浦东

新区书院镇开循果蔬种植专业合

作社的番茄大棚，记者就觉得这里

的微气候有点不寻常。

合作社负责人金建指着悬挂

在田间的一盏盏灯解释说：“我们

把不需要的番茄藤摘除后，就地发

酵加工成肥料， 同时产生的沼气还

能给番茄补温补光， 在这个多雨的

季节发挥了大作用！ ”在这片书院镇

现代农业先行区里， 困扰农民多年

的田间桔梗问题不仅得到了解决，还

带来了许多好处，真正实现了金建回

乡搞农业的初衷：“开源循环”。

金建的第一份工作是农药销

售， 后来接触了农业生态发展理

念， 他回到家乡尝试生态种植，在

现代农业中闯出了一番名堂。

去年 10 月， 金建在外地看到

桔梗生物发酵转化系统后， 投资

30 万元在开循合作社也安装了一

套，只要将草藤等桔梗垃圾投入设

备内， 再加入适当的水和羊粪，就

能在一周后发酵成生物肥料。 同

时，还能产生沼气，供应大棚内的

30 盏沼气灯， 将棚内温度控制在

作物生长最适宜的 10-20℃之间。

金建统计了一下， 设备安装前，一

亩番茄每季产生的草藤，需要五辆

卡车才能清运完，而且桔梗集中堆

放还容易产生异味等污染。安装后，

所有草藤都就地转化成为清洁环保

的生物肥料和能源，一举多得。

他算了笔账，30 万元投资大

约两年收回成本，这一系统如能大

范围推广，不仅能降低成本，还能

为附近乡村提供沼气能源。 如今，

上海市郊各镇都在建设美丽乡村，

他觉得自己作为一个“农二代”，理

应为现代农业和环境建设献一份

力。 本报记者 孙云

文化产品缺乏“魅力”

“‘公共文化资源配送’是好事，

但是资源库单薄，总是几张老面孔，

市民可选择余地少，千篇一律的‘上

级配送’少了愉悦受众的针对性，导

致台下应者寥寥，有时还会出现台

下观众比演员少的尴尬局面。 ”民

革上海市委在调研中发现，文化配

送的资源库中，村民想要看的内容

没有，现成的内容又不感兴趣。 今

年虽然配送的节目类别丰富了，但

在网络选单的细节化服务、用户体

验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

据提案介绍，有些全国统一的

考核标准，没有关注到上海的特性，

造成国家财政的浪费。 例如农村数

字电影放映，偏远山区有需要，但上

海哪怕是郊区，随着居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 看电影无论是到影院还是

在线，都能看到最新的片源，也很方

便，配送的数字电影老旧，放映效果

又远比不上影院，无人要看。而为了

完成上面的考核， 有时哪怕没有一

个观众，电影空放也得放。

坚持“谁受益谁打分”

“凡是公共服务，皆应贴近公

众，了解真正的公共需求，服务才

能找准方向， 满足群众的真正需

求。 不接地气、不顺民意，公共文

化服务就难以收到预期的成果，甚

至引起群众的抵触和反感。 ”提案

建议，从几个方面着手，补齐市郊

公共文化服务短板，全面实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大发展

大繁荣。

坚持“谁受益谁打分”，在“文化

配送” 中引入积分制， 实行优胜劣

汰。建立市场化的“节目库”，所有文

化团体、个人都可申报节目入库，自

行录制视频，文广局审核后挂在“文

化云” 网上， 由基层单位和居民点

单，政府买单。聘任居民中的文化达

人、积极分子组成“评审团”为节目

打分，演出结束后打分，每季度按积

分排名，积分靠前的以“资”鼓励，积

分末尾的节目“下架”。 对于民间节

目，“积分制”也一视同仁。

以项目申请单位为主体，引入

星级制，实行按“星”补贴。 由文广

局制定“一星级”至“五星级”评定

标准，星级评定可从基建达标、活

动丰富、 服务优质、 居民参与度

高、节目更新度高、文化创新度高

等方面考量。 办法实施第一年，起

始星级统一为三星级，补贴按原标

准计算，年末开始“升星”或“降

星”考核。 一星级当年所有文化项

目的补贴资金，都降为原项目补贴

的 50%；五星级的所有项目补贴，

则升为 150%。 星级创建申报为每

年的年末，创建成功后，三年一复

查。 每年在全区开展随机抽查，如

在抽查单位发现问题， 通报整改，

整改不力，降星处理。

提高财政补贴的性价比， 梳理

除了农村电影以外是否还存在固有

设施与现代居民文化需求不匹配的

问题， 取消部分不符合时代及区域

经济文化实际的考核指标， 适时调

整财政补贴的项目。

进一步加大“政府委托管理，社

会化运营”的合作模式，通过社会招

投标来开展基层公共文化建设项

目，并注重完善考核机制，关注支持

中标企业运营，与企业合作共赢。将

以往政府“端菜” 模式转变为百姓

“点菜”模式，把这种理念融入更多

的文化配送、活动策划、设施管理等

公共文化项目中，发挥社会力量“强

力外援”的作用。

本报记者 江跃中 潘高峰 方翔

浦东浦兴社区“大爱剧社”好戏连台

桔梗制肥料 沼气补光源

报速田头

■ 金建介绍沼气灯可以为番茄大棚补光补温。 孙云 摄

    文化产品缺乏“魅力”， 考核标准

“一刀切”， 政策存在“滞后性”……民

革上海市委在对市郊新农村进行实地

走访调研后，发现市郊各镇村在“人人

参与文化，人人享受文化，人人创造文

化”的公共文化建设目标上，普遍存在

困难，与市区公共文化建设和服务水平

差距明显。民革上海市委在提交市政协

的一件提案中，建议通过提升文化服务

产品质量、 加强文化服务保障力度、创

新文化服务运营模式等举措，补齐市郊

公共文化服务的短板。

俄罗斯鲜活帝王蟹整船抵沪

    一群非专业演员、10 年 7 部原

创方言剧，演出 70余场，获得首届上

海市民文化节话剧大赛优秀团队奖

等荣誉……在浦东浦兴社区，有一个

远近闻名的“大爱剧社”， 用十年坚

守，展示了草根原创文化的生命力。

近日，大爱剧社马不停蹄，在浦

东 10 个村居的“家门口”服务站连

演 10场。“虽然很累， 但我们很高

兴， 尤其是台下观众不断给我们肯

定时。 ”大爱剧社负责人夷龙根说。

草根登上大舞台

这是一个没有专业演员的剧社。

夷龙根退休前是浦兴路街

道群文科干部；主要演

员卫治众、宋大宝、

李伟英、 胡金娣

等， 都来自浦

兴东四居民

区；新加入的

年轻演员张

萍、 张黎明、

倪瓴骐等，则

是街道不同部

门或单位的员

工。 由这群非专业

演员组成的草根剧

社，10年来排演了 7部《情

满人家》方言剧，累计演出 70多场。

最近在 10 个居村巡演的，是

《情满人家》 第七部———《幸福的家

门口》，讲述了老小区同心小区在开

展“家门口”服务活动中，小区党总

支书记王芳带领居委社工和居民，

同心协力完成小区绿化改造， 使小

区面貌焕然一新的故事。

在唐镇唐丰苑“家门口”服务站

演出时， 坐在台下观看的唐丰苑居

民王美君不时鼓掌：“蛮有意思的，

我还是第一次看这种情景方言剧，

有趣。他们演得很好，看上去像是专

业演员。 ”听到王美君的赞誉，夷龙

根和导演孙中伟感慨万千。“听到观

众的肯定， 我们就有了坚持下去的

动力。 ”孙中伟说。

变不可能为可能

《情满人家》一炮打响，夷龙根、

孙中伟和东四居民区的一帮主创停

不下来了。 2010年 1月《情满人家》

入选浦东新区“文化进社区”百场文

艺巡演。 这是社区文艺团队首次进

入百场文艺巡演，与上海滑稽剧团、

上海沪剧院、 上海淮剧团等专业院

团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自此之后，

《情满人家》第二部、第三部……直

到如今的第七部一部部推了出来。

演员保持草根阵容， 内容坚

持原创， 成为《情满人

家》的灵魂和特色。

最近，大爱剧

社又谋划着新

戏。“下一部戏

准备写一个支

部书记忠诚 、

担当的故事，

剧 名 还 在 思

考。 ”孙中伟说。

在浦兴路街

道办事处副主任汪

爱明看来，“浦兴社区

大爱剧社多年来不断提升文

化表演能力， 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

动，不仅提升了队伍的综合实力，也

为‘文化浦兴’的实践和提升发挥了

很好的作用。 ”

从《情满人家》第一部就持续关

注的浦东新区文化艺术指导中心主

任王玺昌，认为大爱剧社和《情满人

家》 为浦东草根原创剧目起了一个

好头。 “我们现在缺的就是原创剧

目， 所以通过在浦东艺术节中设置

本土原创剧目展演等， 扶持本土原

创剧目。希望有更多原创作品出现，

更多导演、编剧、演员参与原创作品

的创作。 ” 本报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陈烁 摄影 徐网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