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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冷

空 气 的 到

来，申城迎

来新一波的

降温。昨天

中午时分，海

派弄堂——

今潮8弄里

飘起了雪花

（见图）。这

漫天飞舞的

雪花其实是人工降

雪，为冲刺入冬的

申城周末增添一份

浪漫气息，也给市

民游客带来一份意

外的惊喜。

即日起

至 2025年

元旦，新天

地携手野兽

派(BEAST)，

以“雪国历

险记”为故

事灵感，打

造充满童话

色彩的“冬

日梦剧场”，

拉开年末节日庆典

季序幕。一身节日

装扮的“雪国”动物

引人纷纷拍照打卡

（见图）。

均杨建正 摄影报道

I SHANGHAI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昨日，

“喜欢上海的理由”城市文旅宣推IP

首次聚焦社区百姓生活，在杨浦区紫

荆广场举行首场分享会。

分享会上，歌手、演员黄龄分

享了她眼中的家乡上海，演绎沪语

歌曲的故事，拍摄上海主题vlog

（视频记录，视频博客）的灵感，以

及上海女性的气质密码。她还即

兴唱起了“排骨年糕”沪语歌。

因电影《爱情神话》《好东西》

而被大家喜爱的中德混血小演员

玛娅和弟弟安栋分别说出自己“喜

欢上海的理由”。玛娅说：“我的节

假日生活非常精彩，经常跟着父母

去欣赏音乐剧、参观展览等。”而安

栋直言，他更喜欢上海的美食，比

如，生煎、大闸蟹等，味道特鲜。

“有时间，我非常喜欢在‘梧桐

区’骑车，观察人们的生活。”专栏作

者甘鹏分享道，他最爱的马路是徐

汇区的五原路。在五原路288弄巷

子深处，有一个宁静的小花园，是

“三毛之父”张乐平的故居；再往前

走，便是《爱情神话》中鞋匠摊位的

取景地。

“喜欢上海的理由”作为一个

城市文化IP，不仅提炼了上海城市

文化，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上海文

化的窗口，还是不断更新、汇集上

海城市文化发展的平台，也是推广

上海城市文化的指示牌。“喜欢上

海的理由”主题活动首次走进社

区，结合紫荆店庆的多项惠民消费

活动，激发人们对城市的情感共

鸣，建立社区与商业的深度连接。

“喜欢上海的理由”有哪些？
首场社区宣推活动亮相杨浦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近日，“潮影荟”
彭浦小镇摄影陈列馆正式揭幕，不仅是一个

展示摄影艺术的平台，更标志着静安区彭浦

镇在摄影艺术领域迈上了新台阶。

作为全国第一批亿元乡镇，彭浦镇有一

块闪闪发光的“金字招牌”——摄影艺术。

40余年摄影路，犹如一部微缩的城乡变迁

史。从农民手中的镜头开始，彭浦镇一步步

成长为享誉国内外的摄影之乡，六次蝉联

“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称号。

从彭浦小镇到摄影大镇，“潮影荟”彭浦

小镇摄影陈列馆真实地还原了彭浦镇摄影

艺术的发展轨迹，同时兼具科普教育、互动

体验、培训交流、作品展览等多元功能。比

如，体感摄影互动区引入风景体验与AI变

身体验，打造全新摄影互动模式；摄影暗房

体验区则让人一站式体验胶片摄影流程。

值得一提的是，“潮影荟”设立王杰个人

工作室，将定期举办摄影展览、主题讲座、创

作指导等活动，助力彭浦小镇摄影事业的发

展。此外，彭浦镇还推出了“影像未来”青年

摄影师扶持计划，为有潜力的青年摄影师提

供导师指导、培训学习、采风实践、交流互动

和展览展示等多方面的支持。

本报讯（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黄小

清）近日，位于静安区石门二路街道的蝴蝶

湾绿地中心花园迎来功能升级，市中心首家

植物科普园——蝴蝶湾植物科普园正式开

园，为市民群众提供了一个科普教育与生态

体验相结合的绿色公共空间。

记者了解到，蝴蝶湾植物科普园占地面

积上千平方米，最近新增了50余种、600余

株植物，园区以混合花境的形式，将位于苏

河之畔的三个中心绿岛分别打造为原生蜜

源区、药用植物区和芳香植物区，并在各区

域设置介绍相关植物科属、识别特征、生态

习性、功能价值等信息的可翻页科普展板及

插牌。整个科普园的设计注重儿童友好，植

物介绍展板与插牌的摆放高度均以适合儿

童观看为准。

据悉，蝴蝶湾植物科普园由石门二路街

道办事处、区绿化管理中心、上海自然博物

馆、上海上房园林植物研究所联手打造，是

石门二路街道引入优质科普资源，积极拓展

公园为新的科普载体和阵地，赋能市民美好

生活的新探索。

彭浦小镇“潮影荟”揭幕
还原摄影之乡的发展轨迹

市中心首家植物科普园

■ 小演员姐弟玛娅和安栋现场表演沪语童谣弹唱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弄
堂
里
飘
雪
花

新
天
地
成
雪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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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朱渊）在气温骤降的今晨，凯迪拉
克·上海音乐厅一年一度的“银杏音乐会”如期而至。

一大早，申城爱乐人裹着厚厚的大衣和色彩缤

纷的羽绒服，从四面八方涌来。距离演出开始还有

两小时，就已有市民早早来到音乐厅外候场，音乐厅

门口小广场的银杏林热闹不已。正在拍照留影的徐

阿姨告诉记者，音乐会免费开放，预约极为抢手，堪

称秒光，“还是我女儿手气好。”

从2013年到2024年，“银杏音乐会”已陪爱乐者

走过11年。在这片金黄下，人们曾与施特劳斯“偶遇”，

聆听过“落叶交响曲”，走过“贝多芬的白天与黑夜”，跳

过“冬日华尔兹”。不同于往年多以“小提琴四重奏”形

式演绎古典音乐作品，今年音乐会主打“国风牌”，特邀

六幺琵琶国乐团的姑娘讲述“上海故事”。这场音乐会

曲目以二胡、琵琶为主，率先奏响的《恬》让人们感受

恬淡疏朗，有一份宁静致远的氛围感。紧随其后，

《涟漪》极具画面感的旋律展现了作曲家的所见所

思。《月圆花好》《夜上海》等洋溢浓浓上海风情的曲

目勾起不少老上海的回忆。《白色恋人》《上海小奏鸣

曲》混搭了琵琶和古典吉他，吉他手王志鹏、顾怡丰、

马俊瑶，琵琶卞艺诺以及导聆张伯君，用音乐描绘出

一幅幅上海生活图景，将属于上海的浪漫娓娓道来。

音乐和自然合二为一，“银杏音乐会”，这道“季节

限定”成为了秋冬季节申城最美的一道城市景观。

▲ 乐团演出中 本报记者 王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