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一笔我一画，共创春联写“年味”

乘坐11路公交车环线，
从“老城厢城门”“老西门”“石
库门”三重门出发，围绕着老
西门这片具有深厚历史底蕴
的老城厢探寻“门”的故事
……黄浦区老西门街道此次
为爱心寒托班设置了一项特
色寻访活动，由老西门街道团
工委携手久事公交集团团委
共同发起了“环城寻门记”，记
者也跟着孩子们乘坐公交车
开展“寻门之旅”，体验了一次
特别的City Walk。

“落雨了，打烊了，小巴辣
子开会了。排排坐，听故事，
吉星高照跃龙门。龙门书院
历史久，中外知名交关灵，上
海之源有西门，海派文化龙门
邨……”在开启寻门之旅前，
孩子们还饶有仪式感地表演
了原创沪语童谣《龙门谣》，传
递城厢历史和街区治理的暖
心故事。

公交车缓缓驶离敬业初
级中学办班点，从老西门站出
发，将顺时针绕圈，途经老西
门、小北门、老北门、新北门、
大东门、小南门等。“我们现在
行驶的路线正是沿原来上海
县城的护城河绕城一周，旧时
称‘环城圆路’，各站点名称也
大多是原来城门地名的延续，
多年来线路和设站几乎没有
变更，因此，这也是一条‘永不
延伸’的线路。今天，我们就

沿 着 古 老 的‘ 环 城 圆

路’，共同来寻找上海老城厢
的记忆。”每到一站，青年宣讲
员吉老师都会为孩子们讲解
老城厢的历史和关于“门”的
故事。

在来到小北门站时，孩子
们还在老师和志愿者的带领
下，下车零距离观赏了大镜阁
的古城墙。“明嘉靖时期，倭寇
连续五次从海上入侵上海，烧
杀掠抢。这一年，为抵御倭寇
入侵，上海就在黄浦江边筑起
了城墙……”五年级学生沈栩
禛曾在2023年5月，参加过由
街道组织的“环城寻门记”，现
在仍记忆犹新，因此他自告奋
勇地为同学们做了一段讲解，
他说自己非常喜欢参加类似
的体验活动，让自己有机会了
解“藏”在身边的历史和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一
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
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
一部分。这一趟‘寻门之旅’
带领孩子们深入了解藏于

‘门’后城市变迁的老上海文
脉，洞见中华民族自强不息、
奋力追赶、追求复兴的奋斗之
路。”老西门街道团工委书记
王元峰表示，通过沉浸式体验
老城厢深厚的文化底蕴，见证
如今的旧区改造、历史建筑保
护更新等，希望带领这些新生
代寻访者们重拾老城厢的百
年记忆，领略人文魅力，共同
传播与传承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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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样体验传统文化，寒托班里拾“年味”

玩一玩学一学，皮影幕后中国情

3

1月27日，上海市市长龚正在参加市十六届人大二次会议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提到，上海今年在
延续小学生爱心暑托班的基础上，又开办了150个爱心寒托班，并且很受欢迎。那么，小学生在首次亮相
的爱心寒托班里到底有哪些收获？本报进行了实地探访。

玩皮影、做松饼、写春联、舞福龙、寻“龙门”……在今年首次举办的爱心寒托班里，各区各街镇让传统
文化走进办班点，听非遗传人讲述民俗故事，让小学生们亲身体验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春节即将
到来之际深入了解年俗文化，丰富假期生活，同时，也帮助他们增强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 青年报记者 蔡娴

当记者来到上海市延安
初级中学的江苏路街道爱心
寒托班办班点时，看见教室
门口张贴着喜庆的春联，精心
布置过的教室里充满了“年
味”，还不时飘来阵阵墨香。
原来，孩子们正在埋头用毛笔
写春联。

“最近的天气虽然很冷，
但我们爱心寒托班里的气氛
却热火朝天，孩子们对写福
字、写春联都很感兴趣，在学
习传统文化的同时也了解了
不少过年的习俗，提前感受到
了浓浓的年味。”江苏路街道
爱心寒托班点位负责人表示，
无论孩子们之前是否学过书
法，希望通过爱心寒托班的短
暂时光，能让他们体验拿起毛
笔写书法的乐趣，同时，通过
贴春联等年俗形式，让他们更
了解过年的传统习俗。

为了让孩子们更有参与
感，并锻炼他们的团结协作能
力，江苏路街道团工委还发动
全班二十名同学，每人“认领”
一个字，共创了两副春联——

“中华日月新 春风迎新岁”
“ 花 信 早 传 梅 春 风 发 万
卉”。虽然，孩子们写毛笔字
的技法生疏，作品略显粗糙，
但稚嫩的小手一笔一画写得
很是认真，他们也提前在书
法水写布上进行反复练习，
努力在春联上呈现自己的最
佳状态。从孩子们脸上洋溢
的笑容中，可以看出他们从
这次写春联的初体验中找到
了乐趣。甚至有些没有写“过
瘾”的孩子还告诉记者，回去

还要为自己的家人和邻
居再写几副春联。

正在读四年级的学生陈
以诚有着半年多学习书法的
经验，他很开心看到更多的小
伙伴们也对他喜欢的书法感
兴趣，“这不仅仅是春联，还是
我们共同完成的作品！”看着
大功告成的共创春联，陈以诚
自豪地告诉记者。

去年的爱心暑托班，让陈
以诚的暑假留下了一段快乐
的回忆，因此在得知有参加爱
心寒托班的机会后，陈以诚赶
忙推荐给了自己的同班好友，
希望能结伴同行。现在，小伙
伴们成功在爱心寒托班里汇
合，再次成了这里的同学。

除了同班同学，志愿者陈
骏也是陈以诚在暑假时认识
的熟人。如今，陈骏和班级里
几名参加过暑托班的孩子早
已成了“老朋友”。

为了让这群“新老朋友
们”能得到更好的学习体验，
陈骏邀请了自己的好朋友方
婷婷成为志愿者，来担任书法
体验的带班老师。在去年暑
期，方婷婷也作为志愿者参加
过宝山团区委的暑托班，就教
过孩子们写字。从小就开始
学习书法的方婷婷，练就了一
手好字，除了指导孩子们如何
书写，她这次还准备了书法知
识的分享，从甲骨文到金文再
到隶书，带着孩子们了解文字
的演变，辅以趣味性的讲解让
他们感受汉字的博大精深。
她说，看着这些刚开始学写毛
笔字的孩子，就像看到了小时
候的自己，希望也能将自己对
书法的热爱传递给孩子们，让
新一代重新认识和喜欢传统
文化。

在推出了42个爱心寒托
班办班点的浦东新区，整合
各类资源形成“中央厨房”，
向办班点配送丰富多彩的活
动。各街镇还挖掘区域特色
资源，形成“一街镇一特色”

“一班一亮点”，让孩子们度
过一个快乐、充实的寒假。

龙身蛇形太极拳、十二
生肖泥塑、制作新年龙灯、
非遗高桥松饼……高桥镇爱
心寒托班首次推出了“高小
桥”国风艺趣系列活动，让
孩子们每天都能体验一种
传统文化。其中，最具特色
的是带领孩子制作高桥松
饼。“这一口酥香，是高桥老
饕们记忆里的美味，是高桥
小朋友们冬日里的欢乐。”
高桥镇团委副书记郑月介
绍，高桥作为松饼传承之
乡，古老的非遗技艺在这里
熠熠生辉，在每个高桥人的
心中，松饼不仅仅是一种美
食，更是一种情感的寄托，
一种文化的传承，还是一抹

“家乡”的味道。
高桥镇邀请了高桥市

场监管所和高桥食品厂的
老师们走进爱心寒托班，在
他们的悉心指导下，一双双

灵活的小手捏出一个
个柔软的面团，一拢一

捻间，细沙千层饼便初具雏
形。最后，小朋友们还要一
个个亲手印上“豆沙松饼”才
算完工。

除了能品尝舌尖上的非
遗传承，在三林镇的爱心寒
托班办班点，还能体验独具
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三
林舞龙。记者在办班点看
到，在体验活动中，孩子们
被分成两小队，跟随上海三
林龙狮队的教练们交替学
习如何舞动彩条龙和五节
龙。小朋友们变身小小舞
龙人，一队高高抛起彩条龙
的龙头，左右舞动；一队右
手在上左手在下握住龙杆，
五人协力舞出了一条青色的
五节龙……

上海三林龙狮队的教练
徐哲锴表示，舞龙舞狮不仅
是一门非遗文化，如今也成
了一种体育运动，不仅能培
养团队协作能力，还能强健
体魄。他希望通过爱心寒托
班向青少年推广龙狮文化，
让孩子们了解优秀的民族传
统文化，“特别是即将迎来龙
年，也希望带领孩子们了解，
我们作为‘龙的传人’的文化
认同感。”

在一旁帮助教练维持秩
序的志愿者闵劼向小朋友

们投来了羡慕的眼光，她
说，一直听闻舞龙是三林特
色的非遗文化，这次借爱心
寒托班的光，她才第一次亲
眼见到。闵劼是办班点里
唯一一名高中生志愿者，十
年前，她是参加爱心暑托班
的小学生，如今，这名来自
五爱高级中学的高二学生
走进爱心寒托班，完成了儿
时当志愿者的梦想。闵劼
告诉记者，“小时候参加暑
托班时，就得到了志愿者的
帮助，我当时就觉得，在这
里成为志愿者是一件很有
意义的事。”这次寒假，她特
意前来“圆梦”，希望自己能
为孩子们学习文化传承献
出一份力。

三林镇团委书记唐佳表
示，三林镇的爱心寒托班除
了以本土民俗文化为特色，
随着电视剧《繁花》的热播，
还开设了沪语小课堂、少年
话剧等。“希望通过这一系
列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孩子
们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
的养分，以润物细无声的方
式带领青少年做优秀传统
文化的小小传承者，确保青
少年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
而又有意义的假期。”唐佳
告诉记者。

在讲台前架起了皮影戏
幕布，打上灯光，两只小羊
正在独木桥上争论着如何
过桥……在普陀区万里街道
的爱心寒托班办班点，一出
《小羊过桥》的皮影戏正在教
室里上演。幕布前的影人虽
然看得出动作并不熟练，但
还算顺畅地推进着故事的
发展。教室里的孩子们也
看得津津有味，时而因为有
趣的剧情发出阵阵笑声……
这次在幕布后操纵影人的是
几个萌娃，皮影戏非遗传承
人程海千在一旁笑意盈盈地
看着孩子们表演，时而从旁
指导、纠正动作。

作为皮影戏第三代传承
人，程海千表示，很高兴有机
会将皮影戏带进爱心寒托
班，让孩子们近距离感受皮
影戏的文化魅力。由于大
多数孩子都是首次接触皮
影戏，许多经典剧目并不适
合从零起步的小朋友，程海
千根据爱心寒托班的特点，
特意挑选了《西游记》《小羊
过桥》《龟兔赛跑》《鲤鱼跃
龙门》等更具童话色彩的剧
目带给孩子们。“这些故事
里涉及的道具相对较少，故
事情节也简单一些，让孩子
们比较容易记得住，对皮影
戏有个逐步熟悉和了解的过
程。”此外，程海千也会向孩

子们介绍皮影戏的历
史、道具的制作知识，以

及操控影人的技巧等，帮助
孩子们更深入、更完整地了
解皮影戏及其背后蕴藏的传
统文化。

来自朝春中心小学的四
年级学生丁仁佑体验了一段
孙悟空与猪八戒的“打戏”，两
只手操控孙悟空的影人，不仅
要追着猪八戒，还要舞动金箍
棒，这对首次尝试皮影戏表演
的丁仁佑来说还有些难度。
他告诉记者，自己从图书和动
画片中看过《西游记》的故事，
但这次通过皮影戏来表演让
他觉得更有趣，故事里的虚拟
人物仿佛来到了现实世界，更
加活灵活现地出现在了自己
的眼前。

“一个个脍炙人口的皮影
戏故事不仅让孩子们感受到
了传统文化的魅力，也让他们
在爱心寒托班的日子里增添
了一份乐趣和温暖。”万里街
道爱心寒托班工作人员王灿
表示，很多小学生在假期里会
被电子屏幕围绕，希望通过这
样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孩子
了解和喜爱中国的传统文化，
让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得以
传承和发扬光大。

“皮影戏展现了传统文
化中独特的艺术形式和审美
价值观念，孩子们通过体验
皮影戏不仅可以感受到传统
文化的魅力和美好，还可以
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据万里

街道团工委书记王晨璐介
绍，在爱心寒托班开班前，他
们就通过家长会向家长们介
绍了爱心寒托班的详细情
况，在听到有皮影戏体验后，
连家长们都表示很感兴趣。
她还告诉记者，此次万里街
道的爱心寒托班里，不仅有
皮影戏，还有京剧脸谱绘制、
写福字等国风非遗文化的体
验机会，甚至在课间时，还会
跟着志愿者们一起练习中国
古典健身功法八段锦作为课
间操。万里街道团工委希望
通过爱心寒托班可以增强孩
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
和认同感。

万里街道的办班点设在
了万里城实验学校，并由熟
悉校园情况的本校老师担任
爱心寒托班班主任。记者从
普陀团区委了解到，为了给
爱心寒托班提供更好的学习
环境，团区委通过协调十个
街道、镇，特意将全区的爱心
寒托班办班点都设在了校园
里，并在区教育局的支持下，
大部分办班点都安排在朝南
面的教室。不仅仅是在万里
街道，在其余办班点，团区委
也分别组织了捏面人、制作
中国结、绘制脸谱、制作五谷
丰登画等非遗体验，带领学
生感受非遗魅力，唤起学生
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同
时在学生心中播撒保护我国
非遗文化的种子。

走一路看一路，坐着公交寻文脉 闻一闻跳一跳，松饼舞龙话非遗

普陀区浦东新区黄浦区 长宁区

江苏路街道爱心寒托班上的书法课。

小朋友在万里街道的爱心寒托班学习皮影戏。在三林镇的爱心寒托班孩子们体验到独具特色的传统民俗文化——三林舞龙。

本版摄影 青年报记者 吴恺

通过11路公交车环线站点带领孩子们开展“寻门之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