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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田园牧歌的生活令人向往。
自然景观与人居环境，永远是乡村

的美丽底色。
随着“美丽家园”人居环境综

合整治，乡村变得更加干净整
洁。只是，同质化的设计套路也

滋生出“美丽的烦恼”———按照

对江南水乡的刻板印象，将墙面
全部粉刷一新，加上色彩斑斓的

墙绘，仿佛流水线上塑造同一张
“网红脸孔”。

白墙彩绘之外，乡村如何实现
“颜值”升级？城里人想象的乡村美

是当地人需要的乡村美吗？

墙体彩绘
“乡村不是一张单纯的小画，

而是系统的人居环境，要考虑综合

性、整体性的价值。”杨贵庆认为，
墙体彩绘作为一种美化环境的艺

术方式，主题、样式、大小都要适
当，要避免为彩绘而彩绘，硬性植

入非当地的审美内容。

在他看来，乡村的美学价值与
审美相关联，包括了审美主体、审

美客体，以及主客体相互影响的关
系。“具体而言，审美主体，即上海

乡村的新江南风格、审美品质、建
筑风貌、村落与田园水体的关系

等；审美客体，即要提升人们对乡
村的价值认识与审美水平，包括老

百姓、专家、设计师、艺术家、行政
官员在内。”审美的主客体是相互

影响的。如果没有认识到审美客体
的特征，贸然插入不符合当地传统

风貌价值的外来物，反而影响审美

整体效率。因此要系统化地挖掘认

识村庄风貌，更好地保护和赓续物
质和非物质文化遗存。

“乡村的美不局限于建筑物本
身，更要关注场景美。很多时候，是

一种‘令人舒服’的状态。建筑单体
设计得很漂亮或者很有个性，但脱

离了乡村整体环境，就会显得格格

不入。每一个乡村都有其性格特
征，突兀的房子再漂亮，也会感到

不舒服。”乡伴集团副总裁郑德福
关注乡村多年，参与过南北多地乡

村建设，有一次在山东某个村落，
看到房屋外墙被统一刷成土黄色，

遮掉了原有的石块与青苔，大感可
惜：“这些岁月和自然沉淀下的斑

驳痕迹，才是乡村最美的气息。”

观音兜
屋顶的山墙中间削成长半

圆，墙头上盖瓦做背平面，看起来

好似渔民的网兜……在金山廊
下，有一种江南民居建筑形制，叫

作“观音兜”。

金山博物馆馆长余思彦告诉
记者：“原来观音兜只是当地百姓

用于自家民居修缮，后来锦江中

华村农家乐借用这一设计，建起了
游客接待中心。我在沪郊骑车周游

时发现，不同区域的‘观音兜’建筑
形制都不一样，比如奉贤是一个

角、南汇是两个角，廊下则是圆弧

形状的。”

如今，廊下的地方民居就以
“白墙、黛瓦、观音兜”为特色。在余

思彦看来，设计师发现传统民居的
独特建筑风格，将这一特征提炼出

来广泛运用，最终变成一个地方的
文化标志、一种地方美学的凝练。

“这就是乡村美学的实践，由建筑

风格来表达诠释。”
“提‘美学价值’这个概念，有

点从‘他者’的角度看乡村的学术
意味。城里人想塑造乡村，乡村人

也需要发现家乡之美。而这种美是
客观存在的，它需要被发掘提炼。”

余思彦认为，在乡村美学落地过程
中，城乡应有更多的、平等的互动

和交流，这样做设计，会有不一样

的角度。

大草坪和小菜园
“我到过一个村庄，有关部门

在乡村道路两边的缓冲区域都种

上城市绿化，但村民不喜欢，就在
这些绿化地上种菜。时间长了，这

里的芝麻、棉花、毛豆，长得郁郁
葱葱。”余思彦说，一些设计师总

会理所当然地把城市绿化思路搬

到乡村，比如铺一个大草坪。但对
乡村百姓来说，美是实用，是能够

有所产出，“一个漂亮的小菜园也
是美”。

不能将城市景观简单地植入
乡村，对此独立策展人王南溟也有

同感。“曾听一位乡村干部说，现在
的乡村变干净了，但野趣越来越

少，青蛙的叫声也听不到了。”这话
让人很是感慨。“把美化乡村搞得

跟城市绿化建设一样，有必要吗？
乡村不缺野花野草，也不缺原生态

的色彩。是不是可以倒过来，把野
花野草设计成视觉景观？”王南溟

认为，可以充分发掘乡村原生态的
美丽风貌加以利用，借力创新。

王南溟还发现，沪郊有些村落
并没有深厚的历史积淀，却也被刻

意设计成了仿古的样式。“与其这
样硬植一个旧的记忆，还不如去做

一个新的尝试呢。”他建议通过文
化基金、专项资助等方式，引导青

年设计师、艺术家走进乡村，因地
制宜设计乡村空间景观，让艺术的

种子星星点点洒落乡间。

本报记者 杨洁

赏春花秋稻，尝菜饭米糕，院外野鸟啁啾，檐下
雨打芭蕉。久居都市的人，心中总有一隅留给牧歌田
园。沪郊大地，就是家门口的“诗与远方”。
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将目光投向摩登高楼、万国建

筑之外，投向上海“背后”这片广袤土地，投向这座超大
城市的历史文化之根。这些对乡村的注视，带着憧憬、

带着怀念，更带着对美的发现；是回归，亦是重塑。
最近，上海提出要凸显农业农村的经济价值、生

态价值、美学价值。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城乡规划与
发展研究专委会副主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
学院教授杨贵庆认为，这是对国家实施乡村振兴战
略核心内涵的具体落实。走出一条与超大城市相匹

配的乡村振兴之路，美学价值理应成为上海乡村的
发展新优势。具体而言，这些美该如何发掘，又如何
维系？如今的沪郊大地，已经开始星星点点的创新尝
试。当然，也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瓶颈难题。本报记
者从景观、人文、活力等角度出发，专访乡村振兴专
家学者与业内人士，为沪郊乡村美学建言献策。

《上海数据条例》立法征求意见
    本报讯（记者 解敏）今年 9月 1日，《数

据安全法》正式落地实施；11月 1日，《个人信
息保护法》也将正式实施。数据和信息安全被

提高到前所未有的地位。在昨天举行的“2021

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上海地区主论坛”上，

业界专家学者与政府管理部门围绕“网络与数
据安全赋能城市数字化转型”发表了一系列真

知灼见。

市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市大数据中心朱宗
尧介绍，《上海数据条例》立法工作目前正在网

上征求意见，其中有单独一章关于数据安全的
规定。数据安全工作不仅仅是技术工作，更是

管理工作。数据安全要围绕谁采集谁负责、谁
拥有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朱宗尧指

出，只有当形成全生命周期安全防护的闭环管
理，铸牢制度、技术、管理三道防火墙，才能为

上海城市数字化转型保驾护航。
当前人们在互联网上的一言一行都掌握

在互联网商家手中，包括购物习惯、阅读习惯、
检索习惯等。多个案例说明，即使是无害的数

据被大量搜集也会暴露个人隐私。
在城市数字化乃至全球数字化的大背景

下，海量动态数据要素的汇集分析可能使隐私

保护面临巨大挑战。市公安局副局长陈超提
醒，每个人都要牢记“四不一及时”———不汇

款、不轻信、不泄密、不链接，受到侵害要及时
向公安机关报案，遇到问题及时向公安机关寻

求帮助。
不管数据技术层面多安全、设计多完美，

但是如果人本身的安全意识薄弱，技术再好也

难以完全防护，业内通常将这称为社会工程学
攻击。现实中短信、电话诈骗都运用到了社会

工程学的方法。有时在面对隐私保护与便利的
冲突时，我们往往会“忽视”隐私而选择便利，

比如想利用海量数据以更低价格得到想要的
产品，如何在便利和隐私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

平衡点很重要。
与会专家提出，数字化转型不是传统的

信息化建设，而是整体性的重塑和革命性的
再造。转型过程中尤其要重视数据作为生产

要素和战略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数字化转型
不仅仅是企业、城市或者行业单方面的事，

一定要在建设的同时做到安全同步和治理
同步。

城市数字化转型须安全和治理同步

    近日，王思聪微博发文称，自己的

大众点评账号被别人改绑手机号，由
此质疑美团点评的安全系统。 大众点

评回应， 相关账号已在王思聪反馈后
予以保护性冻结。有网友表示，自己也

有类似经历， 美团客服给到的回答是
提供手机号、身份证号、消费过的订单

号就可以更改， 不需要本人手机号的

验证码。

注册账号时绑定手机号，已是很多
人的习惯，也是很多平台的要求。 这个

手机号有不少功能，比如登录账号、找
回密码、验证身份等等。 实际上，绑定

手机号可以说是保障账号安全的一个
重要手段。 如果手机号可被他人轻易

改绑，相当于这道“安全防线”上出现
了不小的漏洞，不仅账号可能被盗，相

关的各种个人信息也将被他人 “一览

无余”。 难怪不少网友对此反响强烈。

如今，网络平台已经深度“嵌入”

很多人的生活，一些平台早已不只提供单一
功能的服务，而且聚集多种服务，满足用户

的多方面需求。 像大众点评上， 有餐饮、外
卖，也有电影、旅游、打车……这让账号泄露

的后果更加严重， 也让相关平台的安

全保障责任愈发重大。 但现实状况恐
怕并不尽如人意。甚至有网友称，有的

平台仅需账号本人的手机号和生日，

就可改绑手机号。 虽然这些平台在漏

洞曝光之后往往会采取紧急措施 “补
漏”，但用户显然希望平台有更主动积

极的作为。

对用户来说， 网络平台能提供的
安全感有两种非常重要， 一是用户的

账号以及账号中的信息、 资金等是安
全的，二是平台没有过度索权、没有过

度收集个人信息。也就是说，既要做好
“管家”，也不能胡乱“伸手”。今年 1-7

月， 工信部先后公布了 6批关于侵害
用户权益行为的 App名单，其中多涉

及“私自收集个人信息”等过度收集个
人信息的行为。《数据安全法》《个人信

息保护法》 等法律法规已经或将要实
施， 还要通过细化的技术手段和制度

措施，将其落实到位。

用户需要加强网络安全意识， 保护好自
己的账号信息， 但更重要的还是平台能够提

供更严密的安全保障，给用户多一点安全感。

■ 第二届上海“美丽乡村”青年创意设计作品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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