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郊野大地

▲ 新南村一景 荩 乡创让土布身价倍增 新场镇新南村 供图

人达乡村

    

   当“古镇桃源”遇

见“乡创新南”，会碰撞出

怎样的火花？ 近日，上海市

农委公布了本市列入第三批

上海市乡村示范村建设计

划的 33 个村名单，浦东

新场镇新南村正式

入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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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东新场镇新南村获评第三批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村

当“古镇桃源”遇见“乡创新南”

古镇与乡村相遇

新场镇是一座有着 1300 年历

史的江南水乡古镇， 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镇、全国特色小镇。毗邻新场古

镇的新南村， 依托新场古镇的资源

优势， 打造了由上海市人社局命名

的本市首个乡村创客中心， 吸引年

轻人返乡创业就业； 将新南村打造

成兼具生态休闲、 文化创意特色的

江南桃源水乡。

在浦东新区新场镇新南村，回

乡创业成为一件很“潮”的事———一

批“小年轻”自愿回到农村，打理起

乡创中心， 有因地制宜挖掘特色农

产品的， 有发挥创意研究彩豆画等

文创产品的， 还有的开起了多肉植

物馆……不一般的“创客空间”，给

村子带来了全新的生机和活力。

返乡创业以来， 新南村小伙徐

超见证了家乡的“美丽蜕变”，为了

实现把美丽“推介出去”的梦想，他

渴望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渴望

更多的扶持和帮助。如今，这些诉求

不出村就“触手可及”。

创客们“落地生花”

白色鹅卵石铺就庭院小径，明

亮的落地窗前摆放着多肉盆栽。 从

新南村村委会往西约 200米， 一处

挂着“文创·新场”标牌的小院落格

外显眼。这里，就是利用原村里闲置

集体用房改造而成的新南村乡创中

心。

如今， 这里已有 5家创客团队

入驻，吸引返乡青年约 50人。 2019

年被评为浦东新区创业孵化实验基

地、浦东新区巾帼文明岗。有关负责

人介绍， 将联合优秀的乡创团队建

设“乡创学院”，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入驻。

浦东非遗“土布乡创基地”也在

这里“落地生花”，已研发出 60 多种

土布产品，带动 30多名村民参与制

作，4000余人次参加培训。

新南村还在试点“艺术家工

坊+民宿”， 通过盘活农民闲置用

房， 启用了中华艺术宫《清明上河

图》主创人员王峰的“喜壤”小院，已

有 10多个艺术家、设计师团队表达

了入驻乡村的意向。

“乡创+”家门口服务站

让许多人意外的是， 首创的乡

村创客平台，其实是“跨界”的成果，

源于浦东新区的“家门口”服务体系

建设。

新南村党总支书记盛丽萍告诉

记者，自 2017 年 5 月以来，浦东在

村层面建设“家门口”服务中心，做

实“四站一室”功能载体（党建服务

站、市民事项受理服务站、文化服务

站、联勤联动站、卫生室），又结合美

丽庭院、睦邻点建设等，向下延伸建

设“家门口”服务点。

新场镇新南村在建设“家门口”

服务中心“四站一室”过程中，不少

人提出，可否发挥文化服务站功能，

为返乡青年提供一个资源对接、创

业服务的平台和阵地， 激发乡村振

兴的内生动力。 这个建议很快得到

采纳，通过实施“办公空间”趋零化，

腾出的地方“变身”乡创中心，交由

返乡青年经营管理。

通过实施“乡创+”，农民

的创业收入增加了。 土布乡

创、乡村旅游等项目带动居

家就业；由设计师全新设计

的土布衣服身价倍增，成本

200 元卖到了 2800 元，大

大提升了产品附加值；公共

文化四级网络配送服务，则

让村民在家门口享受到高品

质文化服务。

现在流行的线上销售在新南

村也很“火”。依托线上平台，创客小

徐“乡创小布”微店卖土布产品，艺

术家王峰朋友圈“带货”卖桃、卖菜，

人气爆棚，带动网红经济。

未来， 乡创中心还将进一步提

升能级，结合新南村发展旅游经济、

民宿经济的构想， 发动更多的年轻

人参与桃花节等乡村旅游服务，鼓

励本乡的创客和专业团队合作，带

动乡村经济社会发展。

首席记者 宋宁华

丽美 乡村

    在泗泾镇中西居委会， 一间

五六平方米的房间里， 摆满了各

式各样用竹木制成的微型模型和

半成品，泗泾古镇、史量才故居、

庙前街、 方塔园……一方小小的

天地，却有惟妙惟肖的亭台轩榭、

园林景致。

这些作品全都

出自彭逸民老人之

手。“这只是其中的

一部分， 另外还有

世博会中国馆模

型、‘辽宁号’航母、

‘神十’飞天、红军

二万五千里长征等

作品， 大部分都在

泗泾镇成人学校。”

彭逸民介绍说， 自 2002年第一件

作品“安方塔”问世，用竹木制作微

缩模型就成了他的生活符号，精雕

细琢的手艺、 生动逼真的造型，加

上竹木特有的材质， 既具典雅之

美，又有浓郁书卷气，极富观赏性。

还原泗泾古镇

“安方塔”是彭逸民打磨的第

一件作品，也是他投入感情最深的

一件，在他的众多作品中摆在最醒

目的位置。七层八角楼阁式的安方

塔巍峨高耸，飞檐翘角，细节处的

设计也是别出心裁，每层塔檐上还

坠着八只小风铃，差不多一粒毛豆

大小，随风摇曳，逼真灵动。

看作品，精雕细琢，极具技艺

功底。 泗泾镇成人学校的微模课

程， 让彭逸民与微缩模型结缘。

2002 年泗泾镇启动古镇改造工

程，要新建一座安方塔，彭逸民几

乎每天都从塔下面经过，心里琢磨

着，能否制作一座安方塔模型。

当时他家里还没有照相机，也

没有现场的图纸作参考，彭逸民就

用最原始的办法，肉眼观察，记在

心里，回头照着样子做。 为了确认

一处细节，有时要往返好几趟。 每

层塔的层高、 塔檐翘起的弧度，甚

至栏杆的纹样、窗花饰物，他都逐

一比对，力求精准复原。 制作的工

序也是极尽细巧， 将竹筷劈开，锉

成厚薄均匀的材料， 剪成所需尺

寸，镂刻后再小心翼翼地用镊子夹

起粘上去。

体验到微模乐趣的彭逸民，紧

接着又制作了泗泾古镇一角、陈云

故居、史量才故居、上海城隍庙、松

江庙前街等一系列以古典建筑为

主题的作品。在“泗泾古镇一角”这

件作品中， 沿街商铺一字排开，烟

纸店、裁缝铺、皮匠摊、米行……大

到曲径回廊、 小到账房用的算盘，

一一复现。

古典建筑题材作品的创作成

功， 激发了彭逸民更大的创作热

情。 具体做了多少作品，彭逸民说

自己也没有详细统计过，只是日复

一日乐此不疲地制作着，越做越有

味道，越做越开心。

废品变身“艺术品”

有意思的是，彭逸民制作的这

些微缩模型，所用的材料都是一些

捡来的废品， 比如用剩的竹筷、丢

弃的三夹板、月饼盒、酒盒、易拉

罐、旧布料，等等。 别人手里的废

品，到他手上就成了宝贝。

“你看这个装安方塔的盒子，

是不是有点眼熟，是用酒盒做的。”

“猜一下塔顶用的是什么材料，生

活中很常见，是菜刀的刀柄。”每次

用这些来“考”观众，是彭逸民最得

意的事情。 彭逸民指着安方塔，自

豪地说：“这座塔除了胶水和颜料

外，没有一件原料是花钱买的。 ”

好作品是需要时间打磨的，仅

做“老上海城隍庙”彭逸民就用了

一年的时间，这组作品还获得了全

国旧物改造 DIY 大赛的一等奖。

彭逸民希望看到自己作品的市民

都能够了解微缩模型这门手艺，更

记住生活在这方土地上曾经有过

的风土人情和红色故事。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牛立超

    立夏时节，除了城区

郊野的满眼绿植，田间地

头的“国庆稻”也开始播

种了。 经过 4 个多月生

长，国庆节前就能端上市

民餐桌。

在浦东宣桥镇新安村

上海生飞家庭农场水稻基

地里， 黄师傅正熟练地操

作着插秧机， 将一盘盘翠

绿色的水稻苗插入水田，

嫩绿的小苗立刻让大地变

得生机勃勃。黄师傅介绍，

平时插一亩田最多只要

15 分钟，但前几天下雨导

致土地松软， 插秧的速度

减慢到 20多分钟。

据上海生飞家庭农场

负责人介绍， 本周起农场

正式进入插秧季。 为了确

保不误农时， 及时将国庆

稻秧苗插到地里， 农场请

了不少附近的村民一起来

帮忙。 今年农场计划种植

300 亩国庆稻， 每天能完

成播种面积四五十亩，预

计要一周左右全部完工。9

月中旬至国庆节期间，新

米即可上市。

据悉， 国庆稻是上

海本土品种“松早香一

号”，成熟期短，只有 125

天，当下季节插秧，经过 4

个多月生长， 国庆节前就

能与市民见面。 由于其口

感香糯， 深受本地市民

的喜爱。 濮东

国
庆
稻
插
秧
啦！

四
个
月
后
可
下
锅

微缩世界有乾坤 消逝古镇获重生彭逸民

荨▲ 微缩模型爱好者彭逸民与他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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