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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街一路”的上海烟火气
打浦桥街道打造“零距离”幸福

衣食住行
有上海“腔调”的生活圈

打浦桥街道的“零距离家
园”工程推进会上，来自街道、社
区、居民区一线的代表做了分
享，一项项工程，一个个事例，串
起了打浦桥街道用心打造的“零
距离”幸福。打浦桥街道“一街
一路”的核心区域在丽蒙街区，
2024年“一街一路”建设项目设
计方案中，以“烟火”与“时尚”双
要素为主旨，结合融入“老上海”

“打浦桥”等历史人文元素，努力
实现街区功能与形象、景观与文
脉高度统一，让街区既保有城市
特有的“烟火气”，又不失现代前
卫的“时尚感”。

上网搜“网红菜场”，蒙西菜
场一定在醒目的位置。这家体
量不大，嵌在居民区中的菜场，
已经成为上海烟火气的代表。
很多人远道而来，只为排队买一
块号称口感“天花板”的羌饼；或
者带回一盒大名鼎鼎的白斩鸡；

或者体验一把油条配咖啡是什
么感觉。每天，摊贩的叫卖声、
油锅的滋喳声、切斩烤鸭白斩鸡
手起刀落的笃笃声，交织成了丽
蒙街区的生活交响曲。

打浦桥街道做任何项目都
有一个特点，不追求表面效果，
将力气用在实处。蒙西菜场除
了卖菜，各类档次的小餐饮一应
俱全，并不追求“网红”后的高大
上；一些社区嫌修车摊影响市
容，在这里，修车摊依然大大方
方地亮出招牌；打浦桥街道也没
有被统一招牌一刀切，各种尺
寸、各种色彩的招牌在这里并
存。即使是环境美化，这里也别
具一格，在汇龙新城的围墙外，
陈列着的绘画作品，都是汇龙幼
儿园的孩子们创作的。

保留上海人的生活节奏，适
应上海人的日常需求，满足普通
上海人家的衣食住行，这是打浦
桥街道“零距离家园”工程在实
施中最大的亮点。这样做的效
果是什么？来到这里的外区人，

无不认为这里是上海味道、上海
腔调、能体现上海生活文化街区
的典范。而这个街区的人们，无
不自豪地演绎和示范着真正的
属于上海的“烟火气”。

街坊邻居
有上海味道的服务圈
对于打浦桥街道来说，“零距

离家园”工程也好，“一街一路”建
设也好，改造和增加一些便民设
施、利民项目当然很必要，但是更
重要的，是要构建区域内人与人、
街区与生活的新型友好关系。

走在蒙自西路上，你随时都
会发现街边的长条凳子，对于每
天买菜来来回回的老年人，这些
凳子很重要，他们可以在来往的
路上坐下，歇歇脚。走进蒙西小
区，你除了能感受到环境的整
洁，还能在这片老公房中发现一
个挂着“加梯运维中心”牌子的
地方，虽然这个区域加装电梯的
速度已经遥遥领先，但这个运维
中心的存在，还是让加梯尚未完

成的居民感到暖心，让加梯刚结
束的居民感到安心。

“零距离家园”建设，环境美
化固然很重要，但通过服务内容
的升级，让居民们的生活便利无
碍才是打浦桥街道追求的目标。
在丽园路上，有一家看招牌就知
道开了很久的“生活服务中心”，
这家服务中心为附近居民提供从
维修到理发各项服务，甚至上海
已经很难找到的织补项目都有。
服务中心的环境整洁雅静，招牌
却是很多年前的那种红底金字的
老样子。最近里面又开出了便民
食堂，14元一大荤一小荤一素菜
的三菜一汤，25元的四菜一汤，色
香味俱全。你可以成为“长吃
客”，也可以偶尔换下口味，解放
一下厨房里的自己。更重要的
是，食堂就餐还会偶遇自己的邻
居，有助于搞好邻里关系。都说
上海人精打细算，丽蒙街区的“一
街一路”建设，以“近邻”的姿态，
贴合上海市民的日常需求，成为
居民们信任的平台。

家长里短
有上海人情的交际圈
“烟火气”有一个不可或缺

的构成要素，那就是人与人的
交流。光有美味的小吃、价廉
物美的菜场、巨细靡遗的服务
项目，社区还是静态的，只有有
了人与人的交流，有了阿姨爷
叔们嘴里的家长里短，社区才会
生动起来。就像电视剧《繁花》，
说了上海话，就更能体现上海味
道。在蒙西小区，街道特意挤出
地 方 开 辟 了 一 个“ 居 民 会 客
厅”。走进这个平常的空间，一
边是儿童阅读区，陈列着一书架
的童书，高高低低的凳子坐垫，
让孩子和家长可以选择一个舒
服的姿势，在这里看书讲故事。
另一边则是一圈简易沙发，有几
位老人正坐在那里讲着邻里之
间的轶事。

作为老公房密集的区域，打
浦桥街道通过辟出公共活动空
间，引导居民走出家门，融入社
区，改变了邻居见面不相识的状
况，也为街道居委会举行社区活
动打好了基础。

一部分人在居民会客厅，而
另一部分老人则更中意居委会
为他们特意制作的遮阳棚，坐在
遮阳棚下，老上海弄堂的感觉似
乎又回来了。而更多的年纪不
那么大的居民，则带着孩子在弄
堂的小花园里学着骑车，或者到
丽蒙绿地跑步健身。

当更多的人被街区的设施
吸引走出家门，参与到群体的活
动中来，有上海味道的“烟火气”
才真正成为打浦桥的名片。

近日，打浦桥街道召开了深化发展“零距离家园”工程推进会，为下一阶段的“零距离家园”工作布局，也对上半年的工作作
了一次阶段性总结。会上，发布了《打浦桥街道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三年行动计划（2024-2026年）》，明晰“打浦桥头·美丽窗口”
的定位要求和实施路径。发布《打浦桥街道党建引领网格治理实施方案》《打浦桥街道微网格工作导引》，明确党建引领网格治
理定位、架构、机制，进一步夯实五级治理体系。 文/杨颖

“律之绘音：赵无极的画意与诗心”展

画意诗心续写中法文化交流新篇章
今年是中法建交60周年，也

是中法文化交流年。享誉世界
的华人艺术大师赵无极，以其深
厚的艺术底蕴和独特的诗意内
涵，跨越了东西方的地域界限，
成为中法艺术交流的桥梁。

2024年6月27日，久事美术
馆迎来年度大展“律之绘音：赵
无极的画意与诗心”。作为久事
美术馆2024年度大展及“中法文
化之春—中法建交60周年特别
呈现”项目，展览不仅是对赵无
极艺术成就的精彩呈现，更是一
次深刻的文化交流与艺术碰
撞。展览以艺术为媒，激发市民
观众对艺术与文学的热爱与追
求的同时，感受中法文化的不同
魅力。

展览从赵无极上世纪40年
代末至本世纪初展陈，集中展示

了百余件珍贵版画以及瓷器，并
精选翻译了 60 余首配图诗文。
通过“视象诗心”“游目往观”“无
远弗届”三个主题板块，首次在亚
洲完整呈现赵无极与诗人合作完
成的10余套诗文版画集，旨在让
观者得以穿越时光长河，与艺术
家在诗画中同行。

赵无极1920年 2月出生于
北京，1948年到达法国，是享誉
中外的著名艺术家。他将中华
传统文化与艺术精神之美糅合
进西方抽象绘画的节奏和空间，
使得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艺术
为世界所瞩目。赵无极亦是中
西方文化的摆渡者，自如游弋在

“古、今、东、西”之间。他的艺术
融合了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两
个传统，并在这两个传统中互为
体用。

和赵无极一样，许多西方艺
术家与文学家也不断地从东方
文明中汲取养分，以期找到人类
共同命运的良方。本次展览以
赵无极作品中的画意与诗心为
题，着重细读赵无极与著名诗人
的合作，打开赵无极作品中所暗
含的诸多重要的中外文学与哲
学思辨，从跨学科的角度勾勒出
东西方文化语境之异同，从赵无
极的艺术创作中还原文化交流、
文明互鉴的意义与魅力，为观众
带来新鲜的艺术视角和多重深
度解读。

除了展览固有的作者视角，
本次展览还邀请观众一同探索
诗·意·象的演变过程，体味诗画
映照中静谧、深邃的意境。通过
阅读世界重要文学家如亨利·米
修、勒内·夏尔、埃兹拉·庞德、安

德烈·马尔罗等人的文字，观众
得以重新理解赵无极作品中的
意象和隐喻，在艺术与文学交织

的感染力中，探索视觉艺术与文
学诗歌之间绵密而深刻的互文
关系。 文/杨颖

“律之绘音：赵无极的画意与诗心”展览现场。

烟火蒙西会客厅。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丽园好食光”居民食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