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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热，沪苏浙沿海

地区的人们很喜欢吃糟

醉过的小海鲜，黄泥螺

就是其中的上佳小菜。

以前我一直弄不

懂，为啥宁波人要把小

菜叫“下饭”，后来才有

点明白，特别“做人家”

的宁波人，不吃饭不喝

粥时，大约是不会空口

吃小菜的。再平常、再

便宜的小菜，也是用来

下饭的。所以，宁波的

小菜偏咸。他们还特别

擅长做糟的、醉的小菜，

几粒醉泥螺可以就着一

大碗饭下肚。

上海人在饮食习惯

上深受宁波人影响，也

爱吃泥螺。我小时候见

过挑着担子的绍兴人走街串巷，前

后两个小木桶上盖着白毛巾，桶盖

掀开一点点，老远就能闻到糟卤香

气。桶里是自制的醉泥螺，一个桶里

是大的，一个桶里是小的，先尝后

买。弄堂里只要有一家买了，后面就

有好几家跟着买。现在对糟醉食品

的卫生管得很严，畅销的是瓶装和罐

装泥螺。它是用现代食品工艺加工

而成的，吃起来更卫生、更鲜嫩。

价廉物美的泥螺，含有丰富的

营养成分。《本草纲目拾遗》记载，它

有补肝肾、润肺、明目、生津等功

能。除了常见的醉泥螺，还可以烹

饪成酱爆泥螺和葱姜泥螺。生炒泥

螺的肉头比海瓜子大，肥美的肉质

充分吸收了调料的汤汁，吃在嘴里

简直会鲜掉眉毛。

在我国，东海泥螺的产量和品

质都是最高的。它出没在海边的沙

滩和泥土中，所以称泥螺，也叫黄泥

螺。你发现没有，泥螺不像蛏子和

蛤蜊，体内是没有泥土和沙子的。

有时食客之所以会说“有泥沙”，其

实是贝壳里残留的，很难洗干净，原

因主要是泥螺生长的环境受到了污

染，海水变得浑浊了。因此，沿海地

区是不是青山绿水常在，近海生态

有没有保护到位，或许，从小小的泥

螺里就能看出些端倪。

（上接第1版）
上海国际文物艺术品交易中心

在上海自贸区落地，全国首部社会

文物领域地方性法规《上海市浦东

新区文物艺术品交易若干规定》正

式施行，文物临时进境“6个月?N”

制度的常态化实施以及支持文物艺

术品保税展示交易的举措……这些

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进行的制度创新

探索，极大提升了文物艺术品展示

交易全流程的便利程度，实现了资

源聚集、交易便利、效率提升。

支持文物艺术品保税展示交易

是法规明确的又一项有力举措。这

意味着处于保税状态下的文物艺术

品办理相关批文手续后，可以便捷

地出区展示交易，参与国内博物馆、

美术馆的展览，或者各类艺博会、展

销会，形成文物艺术品保税展示交

易新模式。

去年11月，上海自贸区国际文

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携手上海市

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和上海中心大

厦，宣布联合交易体启动。“文物艺

术品从自贸区保税区域运出，来到

上海中心的拍卖会现场，完成交易

后在陆家嘴画上句号，整个文物艺

术品交易链在浦东形成了闭环。”

上海自贸文投总经理谭翼回忆，去

年12月举行的首个拍卖会仅用1

个多月的时间便顺利落地，“拍卖

不过江（黄浦江）”的行业惯例从此

成为历史。

2019年起实施的市政府规章

《上海市民间收藏文物经营管理办

法》，是全国首部民间收藏文物领域

的省级政府规章。针对古玩旧货市

场中存在的大量未经审批而从事文

物经营活动的情况，上海形成了政

府管古玩市场、古玩市场管商户的

监管模式，使大量的小规模商户可

以在“阳光”下合法开展文物经营活

动，大大激发了市场的活力。

目前，云洲、虹桥、中福、新藏

宝楼、豫园5家古玩旧货市场都统

一申领了文物商店资质，共计246

家经营文物的商户。云洲古玩城

党支部书记、总经理赵蕾感慨：“这

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她表示，也

因此古玩城和商户从纯租赁模式

转变为相互依存的合作关系，古玩

城在商户资质审核方面更加规范、

严格，因为要对挂出的每一张证

“负责任”。

作为长三角地区文物鉴定的重

要力量，上海市文物鉴定研究中心

也于去年11月挂牌，负责文物进出

境审核、涉案文物鉴定评估、文物拍

卖标的审核和民间收藏文物公益鉴

定咨询等多项文物鉴定业务，将更

加充分发挥文物鉴定在文物保护利

用工作中的基础支撑作用。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机场

联络线是上海第一条自主投资、建

设、运营的新建市域铁路，设计最

高时速160公里，首通段（虹桥2号

航站楼站至浦东1号2号航站楼

站）计划于2024年底建成。预计

2028年底前，机场联络线全线、南

汇支线、崇明线、嘉闵线、示范区线

将陆续建成通车。其中，崇明线是

轨道快线，设计最高时速120公

里；其余线路是市域铁路，设计最

高时速160公里。

8月16日，上海市发改委公布

上海轨道交通新建市域线票价机

制方案。市发展改革委会同市交

通委制订轨道交通市域线基准票

价（含基准费率、起乘价）。在市发

展改革委、市交通委指导下，申通

地铁集团根据实际运营情况，可以

对基准票价实行下浮或优惠、适时

优化计价办法和换乘计价规则。

市域线拟设基准费率，起乘价拟定

为4元。

 .基准费率方面，综合考虑市

域线运营成本、社会承受能力等因

素，并参考国铁动车费率，拟订基

准费率。

（ ）设计最高时速   公里及

以上的市域线拟订两个方案：

方案一：实行单一费率，每人

公里基准费率 .  元。

方案二：实行阶梯费率，分三

段累计收费。乘客乘坐距离 至

  公里（含  公里），每人公里基

准费率 .  元；  至  公里（含  

公里），每人公里基准费率 .  元；

  公里以上每人公里基准费率

 .  元。

（ ）设计最高时速   公里以

下的市域线，每人公里基准费率

 .  元。

 .计价办法：

（ ）设计最高时速   公里及

以上的市域线：

方案一：每人次票价=每人公

里费率×乘坐里程。

方案二：每人次票价=第一段

票价+第二段票价+第三段票价，

各段票价=各段每人公里费率×乘

坐里程。

（ ）设计最高时速   公里以

下的市域线，每人次票价=每人公

里费率×乘坐里程。

当每人次票价低于或等于起

乘价，按起乘价计价；高于起乘价，

则按公式计算票价。市域线按元

计价，尾数在 . 元及以下舍弃，

 . 元以上进位 元。

 .起乘价拟定为 元。根据基

准费率及计价办法测算，设计最高

时速   公里及以上线路，方案一

起乘价最多可乘坐  公里，方案

二起乘价最多可乘坐9. 公里；设

计最高时速   公里以下线路最

多可乘坐  . 公里。

 .换乘计价规则。市域线之

间互联互通和中转换乘，按市域

线计价规则连续计价。市域线与

市区线之间换乘，市域线部分按

市域线计价规则连续计价（不计

起乘价），市区线部分按照现行轨

道交通票价体系连续计价，两者

累加。

上述票价机制适用于2024年

底及以后开通的市域线。值得注

意的是，这是新建市域线的定价机

制，不是原有轨道交通票价机制的

调整。

上海轨交新建市域线票价机制方案公布
设基准费率，起乘价拟定为4元

“劈丝”炉火纯青
试想一下，1毫米的丝线分到

1/36，乃至更细，需要何等纤巧技

艺？去年的进博会上，阿紫带着

苏绣作品走进了非遗会客厅，精

湛的劈丝技艺让外国友人直呼：

“这简直像是皇帝的新衣，细到看

不见！”

所谓劈丝，即把一根丝线劈

成几根、几十根，看似简单的一

劈，却让绣品的色彩更加丰富、立

体感更强，看似简单的一劈，更增

添了几倍几十倍的工作量，但也

是苏绣的基本功。

在记者面前，阿紫两手捏住

细线的两头，小指勾住线的中间，

轻巧地将丝线一分为二。“如此反

复，最多时，可以把一根丝线劈成

1/256。”她淡淡地说。

生于苏绣世家，阿紫七岁时

就跟着外公学绣艺。刺绣对光线

的要求很高，她总是忙着和时间

赛跑——每天五点半起床，珍惜

太阳落山前的所有时光。泪水、

汗水，被针扎到十指的连心之痛，

都没能磨灭这份匠心。为了研究

缂丝加绣工艺，她还特意去外地

求学。五小时车程、两平方米的

房间、两块木板搭的床、黄梅天

潮湿长毛的梭子……即使环境

艰苦，阿紫也觉得快乐：“能学

有所获，是我们手艺人一辈子的

梦想。”

如今，阿紫每个月仍会挤出

时间外出，与行业名师探讨刺绣、

缂丝、织造等，不断精进技艺。曾

经的小学徒，也渐渐变成众人口

中的“阿紫老师”。暑期的周末，

在嘉定区马陆镇众芳社区党群服

务中心，总能见到阿紫与孩子们

交流互动的温馨场景。而每逢周

六，她还会免费开设公益课堂，为

更多人科普苏绣知识。

AI赋能刺绣创作
大学毕业后，阿紫做了一个

大胆却改变一生的决定——辞

职，投身苏绣创业之路。作为“90

后”绣娘，她深知非遗传承不仅是

对传统技艺的坚守与精进，更需

要在创新中寻找与时代共鸣的声

音。

为了让苏绣不再被“束之高

阁”，她与同事设计制作苏绣文

创，其中手工苏绣口罩、丝巾、包、

会议本、笔筒、储物盒、家居摆设

等，颇受欢迎。她还大胆地尝试

融入AI技术。阿紫工作室里摆

放的作品《守人间烟火 望宇宙阑

珊》，便是苏绣与AI碰撞的成果，

她将自己的想法传达给AI软件，

经过反复调整，最终拟定设计

稿。这幅作品首次亮相于去年的

进博会，当时还处于绣制阶段，却

获得许多外国友人的赞誉。

在社交网络视频平台上，人

们也能见到阿紫孜孜不倦科普苏

绣的身影。上传苏绣教程、记录

绣娘生活、不定期开直播……非

遗作品得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向

更广阔的受众展示其独特魅力。

传承应是一种生活
如今，阿紫正从中国传统古

画中获得灵感，筹备一本绣谱，将

用36幅古画、36篇文章介绍36

种针法。阿紫坦言：“苏绣有

2500年的历史，即便现阶段似乎

不再是生活必需品，但依然是我

们文化的根基。传承不是一个口

号，应该是一种生活。我是个手

艺人，亦是守艺人。”

今年7月的国际传统艺术邀

请展上，阿紫带着绣作现身非遗

体验区，与法国、哥伦比亚等国艺

术家交流。阿紫把苏绣作品当作

自己的孩子，看着它们抵达世界

各国，被不同肤色的人喜欢，她感

到由衷的骄傲。“每到这时，我总

觉得这些苏绣作品不再是个人工

艺，而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体

现。”丝线串联着艺术家们共同的

爱好，也让“锦绣国潮”被更多人

看见。

本报记者 杨洁 实习生 陈潇

“90后”坚守苏绣非遗传承 创新中寻找时代共鸣

我是手艺人，亦是守艺人

在嘉定苏绣实践基地有一幅《鸿马图》，是由  万个五角星
绣制而成的。关上灯，持手电筒轻移照射，流光溢彩间，这匹骏
马愈发活灵活现，丝丝毛发随着光线的变化如波涛般起伏，仿佛
在起跃奔腾。

这幅作品的创作者，是一位“  后”绣娘，名唤“阿紫”。阿
紫，本名陈碧娴，是嘉定区苏绣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拥有  年刺绣和5年缂丝的经验，她说：“紫字上下拆开看，是

‘此’与‘系’。此处系有丝，这就是我的职业——苏绣。”择一事、
终一生，苏绣不仅是她的职业，更成为她的一生所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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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紫展示苏绣作品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