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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民歌，你会不会马上想起陕北的信

天游、甘肃和青海的花儿、广西的“刘三姐”、

云南的“阿诗玛”？ 其实，国际范儿的上海有

万种风情，民歌是它接地气的一面。

江南民歌在上海青浦有着深厚的底蕴，

青浦田 （山） 歌是国家级非遗项目， 因此，

2021年上海市民文化节江南民歌大赛预赛

在青浦区文化馆启动。 以前，青浦有一批 70

至 90岁的阿婆唱田山歌，如今，阿姐成了主

力，平均年龄至少下降了 20岁，这次还有一

位 17岁的学生参赛。

很多民歌没有谱，完全靠口耳相传。 非
遗传承开展后，让上海民歌从功能性、娱乐

性的活动变成了一种工作、一种责任，也让
上海民歌迸发出许多创新的火花。这次大赛

中涌现的一首首新编民歌和创作民歌，既保

留了民歌的生态基因，又在演绎中更能引发
当下听众的共鸣。

“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 ”民歌，贵在

真实，贵在自然抒发。 在未来的江南民歌大
赛展演环节，青浦区有望让民歌手回到民歌

的滋养地———田间地头，以沉浸式的方式让
都市人听一曲对歌，在纯天然原生态的自然

间，感受民歌是如何在上海传唱的。

期待民歌大赛从青浦慢慢扩大到青吴

嘉， 再产生整个长三角的联动示范效应，打

造江南文化的新品牌。 赵玥

    “最会说段子的交警”黄俊因为脱口秀火上热

搜，通过这次开麦，更多人认识了交警这份职业。
与台上的幽默搞笑不同，系上装备、戴上警

帽、拿起指挥棒，黄俊的气质一下子变了：路口中
央，他站姿笔挺、手势标准，犹如一名指挥官，用

车水马龙的音符，奏出和谐乐章。处理事故纠纷，

或者劝离违规占道，他威严与亲切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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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轨交 2号线西部，有一条位于

长宁区的狭长地带，被称为“虹桥智谷”。这
片创新创业的生态环境培育出携程、拼多

多等全国互联网前 20强企业，集聚了数千
家互联网创新型企业，对全市互联网经济

产值贡献达 23.1%，电商平台交易额占全

市的 1/3。

这里正在加快建设虹桥智谷国家双创
示范基地，聚焦支持创新型中小微企业成

长为创新重要发源地，加快培育成长型初
创企业、“隐形冠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中

小企业，着力打造精益创业的集聚平台。

集聚数千家互联网创新型企业

虹桥智谷 打造精益创业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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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民歌，或许很多人并不会第一

时间联想到上海。其实上海的民歌还真

不少。 从类型上分，有劳动号子、田山

歌、小山歌、小调、儿歌和吟唱等；从地

域上看，能数出青浦田山歌、松江的耘

稻山歌、奉贤地区的白杨村山歌、金山

的金山卫田山歌、 崇明

山歌和浦东山歌等。

悠悠田山歌留住上海乡愁
青浦阿姐唱出原生态，传承非遗“好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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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士蔓越莓月饼 加了糟卤的咖啡

网红出街，看老字号翻新花头

今日迎处暑

天高云淡好扬帆

民歌唱响江南文化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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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枚金牌上海男排拼了12年
    本报讯（记者 陶邢莹）昨晚，第十四届全运会男排成年

组决赛打响。上海男排以 3比 0战胜山东男排，继 2009年十
一运会后，时隔 12年再摘该项目金牌，成为全运会历史上夺

冠次数最多的男排队伍。 >>>详见第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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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运会夺冠后，上海男排在颁奖仪式上合影 新华社记者 张思洁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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