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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以文创力量赋能发展
庞达村是上海对口援建的边境

小康示范村，紧靠中国与不丹边境

线。在上海援藏的大力支持下，99

户近500名群众从海拔4630米的乡

村搬迁至海拔2000米左右的藏式

小康村，在此开启了新的生活。住

进小康村，意味着生活质量有了极

大提升，但如何帮助当地群众进一

步提高收入，成为了上海援藏干部

最关注的问题，这时一位藏族青年

艺术家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灵感。

1989年出生的索喃次仁，从西

藏大学艺术学院唐卡专业毕业后来

到亚东县工作，本职工作是一名公

务员。闲暇时，他坚持不懈地进行

创作，通过艺术手法表达发展中的亚

东，广受艺术界和策展人的好评。能

否发挥索喃次仁的艺术专长，以文创

力量赋能乡村振兴？援藏亚东联络

小组找到索喃次仁，询问能否教授文

创技艺，通过手工编织、绘画艺术创

作帮助庞达村群众增收。双方一拍

即合。“能用专业所学帮助农牧民增

收致富，把民族特色文化向特色文旅

商品转化，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索

喃次仁告诉记者，庞达村有着广袤

的原始森林和自然风光，也给予了

文创无限的灵感来源。

每个产品都是限量版
今年3月25日，在上海援藏资

金的支持下，索喃次仁文创工作室

正式在庞达村筹备启动。村民们表

现出空前的积极性。因为能留在家

乡工作，就意味着不用离家打工，能

更好照顾家人，首批培训班吸引了

56位村民报名，以家庭妇女为主。

踊跃报名是一回事，但要教会他们

则并不容易。索喃次仁告诉记者，

首批学员中只有个别有绘画基础，

他们是制作藏式家具或者居家壁画

的工匠，简单教授一些技巧后就能

掌握，但大部分学员都是“零基础”，

要从头手把手地教，从早教到晚也

是常有的事。

培训期间，索喃次仁采取互动、

现场教学等形式，重点向学员传授民

族刺绣、手工绘画、手工编织等实用

创新技艺，作品兼具爱国主义、守边

戍边、绿色环保、乡村文明等元素。

“我们所采用的原材料石头、木头均

为巡边路上就地取材，再运用传统唐

卡、壁画等技艺进行绘画创作，其中

编织则以本地手工羊绒布为面，彩色

羊毛线为语言进行创作，每个产品都

是限量版，没有一个复制品。”索喃次

仁告诉记者，他们从高原的自然风光

和庞达村新时代的多彩生活中汲取

营养，许多村民在上手之后，艺术天

赋被充分激发，这些“生活的艺术家”

虽然技艺朴拙，但都乐于用真情实感

展现家乡山水动物、一草一木，反而

更具有“原生态”的艺术魅力。

37岁的村民强巴次仁表示，加

入文创工作室后让他每天能增收约

270元，加上原有的装修工作，可以

不离开家乡就有不错的收入。“要感

谢索喃次仁老师的教导，还有上海

援藏干部们的努力，让我们的产品

能够与上海市场对接。”

村民有了第一笔收入
第十批上海援藏干部、亚东村

发改委副主任陈建伟告诉记者，用

上海文创资源和理念带领藏族同

胞增收致富，是上海援藏的又一创

新之举。为了帮他们拓宽销售渠

道，援藏亚东联络小组一方面协助

引进上海文化公司，对工作室及文

创产品进行包装定位，另一方面还

通过上海“五五购物节”进行推介

展销。目前，合作社即将迎来第一

次分红，所有参与项目的村民都将

获得一笔不错的收入。上海素初文

化发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周嘉艳表

示，在5月12日的试销售中，这批亚

东文创产品被销售一空，接下来将

会和庞达村探讨，进一步提升产品

质量与产能，壮大当地原生态文创

产业规模。 本报记者 李一能

本报讯（记
者 杨玉红）昨

日，记者从上

海市房管局获

悉，今年申城

第六次以集中

批量供应的方

式推出房源，

将推出6634套

房源，备案均价

为 66617元/平

方米。

该批房源

涉 及 26个 项

目，总建筑面积

约71.3万平方

米，共计 6634

套，备案均价

66617元/平 方

米，分布在浦

东、静安、普陀、

虹口、杨浦、闵

行、宝山、嘉定、

奉贤、松江、金

山、青浦、崇明

13个区域。

备案均价

在6万元/平方

米以下的项目

12个，面积占比

约47.2%；6万

—10万元/平方

米以下的项目

10个，面积占比

约34.5%；10万

元/平方米以上

的项目4个，面积占比约18.3%。

公示信息显示，本批次备案

均价最高的项目是位于静安区的

中兴华庭，备案均价是11.9万元/

平方米，产品类型为公寓，入围比

为2.5；其次是位于杨浦区的保利

江汇铭庭，备案均价为11.5万元/

平方米，产品类型为公寓，入围比

为2.5。

目前，该批房源的具体房源

信息在上海市房地产交易中心

“网上房地产”网站上公布，楼盘

认购和开盘日期另行公布。

市房管局提醒购房者，项目

认购比（认购组数/准售房源套

数）高于入围比（入围组数/准售

房源套数）的，触发计分排序规

则；所有项目中凡是认购比高于

1.3的，继续实行“5年限售”政策。

保屯路，毗邻浦西世博滨江的
一条小马路，名不见经传。

因为“两旧一村”改造，保屯路
   弄，成为全市首个体量最大的
旧住房拆除重建改造项目，更爆发
出“四个第一”的创造力。

    —    年，申城“两旧一
村”改造，目标明确路径清晰。其
中关键是，以法治保障城市更新，
以制度创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
诠释人民城市价值取向。

本周，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两
旧一村”专项监督推进中，保屯路
的“四个第一”备受关注。

保屯路   弄项目，位于黄浦
区半淞园路街道。去年  月  
日第一轮居民意愿征询，以  .  %
高比例通过；今年 月  日启动
第二轮居民意愿征询，首日便以

  .  %高比例生效； 月  日，   
证居民实现   %自主签约； 月
  日完成了全部居民自主搬迁。

迄今，保屯路    弄创造了
“四个第一”——“两旧一村”成套
改造居民参与度第一，居民知晓
率、选票送达率、投票参与率、自主
签约率均达   %；启动征询至签
约生效推进速度第一，仅用   
天；自启动二轮签约开始   %居
民签约完成速度第一，仅用  天；
签约生效后   %搬离速度第一，
仅用  天。

由此，保屯路   项目也成为
城市更新中，践行全过程人民民
主、推进“两旧一村”改造的最佳实
践案例。

去年，申城持续  年的大规
模成片二级旧里改造收官。区别
于旧改征收，“两旧一村”成套改
造，是“留房留人”功能性改善，居
民难免会有心理落差。而在老旧

住房改造过程中，最大限度改善
实际居住品质，保障居民独用厨
卫的基本生活条件，让居民从中
真切感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是“两旧一村”城市更新的价值
所在。

保屯路   弄项目中，面对居
民的各种疑虑，政策宣讲团、政策
通气会、居民沟通会向大家释疑解
惑。居民想知道，旧改征收和成套
改造到底有什么区别？《上海市城
市更新条例》究竟怎么说？市人大
代表金缨和她的律师团队常驻项
目组提供周到、细致、专业的法律
服务，为居民打开心结。更为重要
的是，律师团队为保障居民知情
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出
制度设计，将全过程人民民主重要
理念融入方案征询、改造设计和项
目实施各个环节。进入签约阶段，

“五位一体”——街道、居委会、实
施单位、设计团队、法律团队协商

沟通机制，针对“一户一方案”，通
过居民协调会，打开天窗说亮话，
有力化解痛点和堵点。

这样的制度设计，好用、管用，
必然在申城“两旧一村”改造中发
扬光大。因此，城市更新，不仅是
居住环境和居住品质的改善，更是
社会治理方式和治理效能的提升；
实现改善和提升，首先是规则之
治，是与城市更新价值导向相匹配
的创造性制度供给。

同时，有温度的服务，设身处
地为居民着想，真正考虑居民需
求，让所有居民在“两旧一村”改造
中感受体面、体贴，一样不可或缺。

一个细节是，在保屯路   弄
方案设计阶段，南房集团物业团队
和设计团队进驻现场与居民一户
一议，灶台的摆放、卫生间的窗户、
适老设施、残疾人设施……方案颠
覆性调整了十余次，最终形成居民
满意的“一户一方案”。

无疑，“两旧一村”改造，每户
诉求都很细小，但要过好日子，那
些细小真的很重要。那就拿出真
心实意，让群众工作愈加精细化、
人性化。这样的真心实意，在保屯
路   弄换来了“四个第一”。

只不过，“两旧一村”改造，完
成搬迁，只是“上半章”。确保“下半
章”又快又好又稳推进，还需要持
续探索改造“新模式”，算好综合账、
长远账和品质提升账，着力在改善
民生、群众接受、资金投入之间寻
找可持续的最优解。

    年，已经过半；    年，
就在不远处。星光不负赶路人，

“两旧一村”改造，申城必然会拿
出令人信服的答卷，恰如名不见
经传的保屯路    弄创造了“四
个第一”。因为，面对城市更新，无
论是一个弄堂、一条马路，还是一
座城，血脉中流淌的，都是一样的
精气神。

保屯路为啥能有“四个第一”
姚丽萍

新民眼

为边陲小康村插上文创的翅膀
邀艺术家传技艺，拓宽渠道促销售……上海援藏干部为当地村民谋划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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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第一百货商业中心曾经举办过一场日喀则市及五县“五五”消费展暨
组团式市场援藏展览会，一种精美的文创产品在会上被抢购一空。其貌不扬的石
头、树叶、树枝，在工匠的巧心绘制下，变成“微缩版”的唐卡、藏画。那些藏式手工刺
绣与编织，不仅极具民族特色，更融入上海元素。这些产品来自哪里？原来，它们出
自一群藏族农牧民的巧手。它们能从民间艺术成为助力致富增收的“商品”，上海普
陀援藏干部们功不可没。日前，记者来到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庞达村，见证上海援
藏力量是如何帮助这座小村庄插上文创的翅膀。

■ 索喃次仁（左）在指导学员绘画 本版摄影 记者 李一能

▲▼ 村民创作的文创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