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李一能 通讯员 孙燕）试

想一下，不出村子就能和艺术家偶遇、聊天甚
至互动，是多么奇妙的事？如今，在南桥镇杨

王村，通过启动“艺术家驻村”项目，一处名为
“术界”的地方应运而生，在这里，就能将想象

变为现实。
31岁的郭燕萍便实实在在体验了一回。

“周末过来，到咖啡馆里坐坐，也许隔壁桌坐

着的，就是一位艺术家。”家门口便能沉浸于
艺术氛围中，这是她梦寐以求的生活。

2020国际创意面具跨界艺术大展策展人
徐凌志，就是她遇见的其中一位艺术家。“他

坐在我们中间，和我们讲面具的起源，还鼓励
我们尝试自己动手制作面具，感受艺术带给

人的快乐。”郭燕萍回忆，那天，和她一样来到
这里的青年有 10多位，大家都深受触动，纷

纷掏出手机，一边寻找心仪面具样式，一边拿
起画笔，在空白面具上依样画起葫芦。整个咖

啡馆都寂静了下来。而她想画的，是一张以京
剧小丑为原型的面具。“这里的氛围很不错，

大家在一起聊天、一起探讨，时间过的很快。
我一直满喜欢艺术方面的东西，但奉贤这边

相关的内容比较少，一般都要去市区体验，就

算去了也不一定接触到展览的老师、艺术家

等，但这里就可以满足我的这些期待。”
据悉，“艺术家驻村”，以设计项目为载

体，不仅激发当地群众的内生动力，还推动了
艺术家和群众的协同设计。以面具设计为例，

通过群众参与的艺术品，不仅有机会走进当
地奉贤区博物馆展出，还有机会走出上海，到

世界各地以及港澳台地区巡展。这个向任何

人都敞开的艺术舞台，让小人物也敢于做艺
术的梦想。33岁的张晓燕，就没有任何艺术底

子，但她做出了一张大家都称好的面具作品，
“现在到这里以后，我觉得可以激发我的创作

欲望，让我对生活也很有启发。”张晓燕说，是
这里，让她过上了家门口的艺术生活。

不仅如此，随着艺术家的不断入驻，当地

的体验项目也越来越丰富。古法造纸就是另
一个体验项目。在体验中，通过艺术家们的指

导下，大家纷纷动手体验。有的将废纸捣碎成
浆，再制作成一张全新的纸张，感受到制作纸

张的不易与神奇；有的，则直接把再造纸张制
作成相框或者手账本等创意小件，也是获得

感十足。“我体现了抄纸，还在上面进行了装

饰，然后还体验了打纸浆之前如何利用废纸
来进行创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还是影响蛮

深的，因为地球的资源毕竟是有限的。”一名
玩过古法造纸的体验者唐烨直言，“如果以后

还有机会的话，我还要带着我的孩子一起来
体验一下这样的活动。”

艺术，本就来源于生活。通过“艺术家驻
村”，不少艺术家也乐意敞开胸怀与群众拥

抱。“术界就像一个艺术的采集器，在这里，大
家互相交流、互相分享心得，对于艺术家来

说，还可以从中汲取灵感然后进行创作，这个
方式很好。”蔡伦古法造纸创始人谭家仔也喜

欢到乡村来，他说，“我们把艺术体验馆放在
这里，就是想通过这种互动的形式，传递美学

和社会价值。”
目前，在杨王村已经汇聚了 10多位艺术

家，涵盖陶艺、青少年偶像培养、雕塑、琉璃雕
刻等多个领域，本区居民来乡村过周末已成

新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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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小乡村遇上艺术家
奉贤南桥镇“艺术家驻村”让村民家门口乐享艺术生活

■ 村民们和艺术家一起制作面具 孙燕 摄

嘉定这个社区里的小小博物馆
藏满了时代的记忆

事新郊区

村乡美丽

    这几天，崇明水仙迎来第一波绽放期。一

朵朵盛开的小花散发出缕缕清香，迎接新春
的到来。

在崇明百叶水仙合作社的种植基地里，
这两天工作人员每天都要进入大棚，挑选七

八分成熟的水仙花，作为鲜切水仙上市销售。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崇明水仙长势

良好，眼下正值第一波水仙绽放期，基地每天

会采摘鲜切水仙 ２万枝左右。今年的鲜切水

仙以网上销售为主，每一把十多枝，售价 5

?，便宜又好养护，受到很多家庭的青睐。

钟明 摄影报道

    这几天寒潮来袭，沪郊温度降至-9℃，上

海的菜篮子还能不能跟得上？由于应对及时，
举措得当，加上生产规模化，面对这波低温寒

潮，上海农业生产主管部门对蔬菜生产供应
信心满满，底气十足。

在青浦美晨果蔬专业合作社太来基地的
连栋大棚里，工人们将采收下的广东菜心放

进框里，送往包装车间。很快，6两一份的小

包装净菜将出现在叮咚、盒马等电商平台供
市民选购。另一头，娇嫩的大叶茼蒿则“惬意”

地待在“棚中棚”———大棚里再搭个小棚，棵
棵新鲜水灵，丝毫未受低温天气的影响。

“提早采收、保温措施得当，再加上订单
式生产模式，确保了基地绿叶菜稳价稳产。”

美晨合作社负责人王印说，这几天采收推迟
到上午 10?以后，届时，打开内保温网和遮

阴网两层“保险”，光照便可直射进来，大棚内
的温度很快就达到 0℃以上，适宜蔬菜生长。

在王印眼中，由于应对及时，寒潮对上海
蔬菜生产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今年春节，留

沪人口预计会增加，他已经开始安排来年的
茬口，“你看，现在种下去的这批广东菜心，2

月初正好可以上市了。”
朱家角镇会勇合作社的大棚里，移栽后的

青菜长势喜人，满目葱郁。“市区两级的防寒

‘明白纸’下发得及时，还有农技推广中心的技
术指导，我们早早做了准备。”基地里，青菜被

覆上一层厚厚的保温膜，再过两周就可上市。
移栽后的青菜能缩短一个月的生长周期。

区域化布局、规模化生产，作为全市最大
的绿叶菜种植基地，目前青浦区每天有 600

吨绿叶菜稳定供应市场。当“寒潮”来袭，像世

鑫蔬菜合作社这样的标准化基地优势显著：
830?蔬菜标准园采取机械化播种、移栽、采

收，依据客户需求安排品种，布局茬口，一年
可种植 5-6茬绿叶菜，每天有菜出。据统计，

目前，合作社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了 60%以
上。此外，渠道优势也显而易见。“仅吉祥馄饨

一家企业，每天绿叶菜需求量就稳定在
4000-5000?，此外，我们还与东方绿舟、盒

马鲜生长期保持精品蔬菜包装配送。”世鑫合
作社负责人田椿燕表示。

面对这波低温雨雪寒潮，上海农业生产
主管部门对蔬菜生产供应信心满满。市农业

农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上海地产蔬菜
产销总体平稳，以青菜为主的绿叶菜数量充

足、价格保持基本稳定，春节前后地产蔬菜供
应有保障。 尚农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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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温得当
青浦每天 吨蔬菜上市

    锈迹斑斑的热水瓶、上个世纪的洗澡盆、

种地用的锄头……在嘉定区江桥镇嘉星社区，
“闲易坊”老物件博物馆近日开门迎客，里面装

满了时代的回忆。
走进闲易坊，满满的怀旧气息扑面而来。

竹制的小凳子围着小桌子，桌子上是两个小巧
的搪瓷杯。靠墙的架子上，老物件一字排开。其

中，一只系着红色丝带的水壶特别引人注目。

据介绍，这只铜质水壶已经有 60多年历史，是
小区一位阿姨的嫁妆。历经岁月的洗礼，壶身

虽然已经氧化，但提起来依然是沉甸甸的。在
没有饮水机、电水壶的年代，铜水壶是普通老

百姓家的必备品。
像套娃一样的“洗浴两件套”也很特别，这

两件老物件都是木头材质，其中小的用来泡
脚，为了方便，泡脚盆还配上了 4只脚增加高

度。据悉，这两个木盆也有 70多年历史了。

旧时盛水的水缸、老式台钟、樟木箱，闲易
坊里的老物件吸引了很多年轻人来打卡。实际

上，老物件们不仅“中看”，也“中用”。居民只要
有需要，都可以将这些老物件借回家使用。这

不，家住嘉星社区丽江佳苑小区的居民匡梅英
就来到闲易坊，借了个老式缝纫机，用它给自

己的孙女做了很多漂亮衣服。

说起这些老物件，它们的来历很特别。江
桥镇嘉星社区所辖的丽江佳苑和中星海兰苑

都是动迁小区，居民对自家的老物件不舍得

扔，家里又没有地方放，于是就堆到了楼道里，
这让居委会很困扰。后来，居委工作人员灵机一
动，开辟了闲易坊，让居民家的这些老物件有了

好去处，也巧妙解决了楼道乱堆物的难题。

看到闲易坊里的老物件越来越多，很多居
民也陆续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拿了出来，历经

两年，这个博物馆初具规模，正式对外开放。博

物馆不仅为乱堆物难题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解
题思路，也让这些老物件得以焕发新生。尚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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