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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沙镇创建“ 全国历史文化名镇”
南市街将恢复清末民初老街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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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顾卓敏 如果说
迪士尼大项目的落地，是拉动一个
地区未来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引
擎，那么启动创建“ 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就是那个借力发力、实质性撬
动整个川沙新镇建设的支点。前晚，
川沙新镇创建“ 中国历史文化名
镇” 开幕晚会在具有江南古典式园
林风格的川沙公园拉开帷幕，在老
上海的叫卖声中，展现出川沙深厚
的文化底蕴和民俗风情。

早在2011年初，川沙新镇就启
动了“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创建工
作，力图通过恢复历史文化街区、设
立名人和文化纪念馆等方式，展示
有着450多年历史的城市文化风貌
和特色人文风情。目前，整个创建区
域集中在川沙老城乡地区，规划面
积60公顷，其中保护区20公顷，核心
区8.31公顷。

近年来，川沙新镇文保部门开
展了一系列的文物遗产调查和挖掘
工作，摸清了川沙现存的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街巷、历史建筑、历史遗
址、古树名木、人物故事等分布情
况、价值特征，形成了镇域范围内历
史文化的档案资料，做到“ 了如指
掌”。在20卷约50万字，有着1200余
幅照片的资料里，详尽记载着川沙
的历史文化资源，一张“ 川沙旅游导
游图”囊括了川沙的古迹名胜。

名镇一条街———南市街
经过改造，全长约130米，宽约4

米的南市街（ 从南市街北端至新川

路交界口），力争将尽快恢复清末民
国初期老街的风貌，并努力打造成
为特色书画、礼品、古玩一条街。

在保证街区整体风貌、合理利
用的原则下，通过规划，力求将整
条沿街建筑的使用功能初步定位为
商业业态。一层街面房作商业用
途，二层为居住用途。在着重体现
传统商业街市风貌及购物功能的同
时，将通过 广 场 、绿 化 、小 品 等 景
观，体现休闲、游憩功能，形成集商
贸购物、餐饮休闲、旅游观光、民俗
文化特色的多功能空间，满足不同
地域、不同文化背景游客的多样化
需求。

历史文化陈列馆———丁家花园
作为宣传川沙历史的公益性活

动场所，经过修缮的丁家花园将成
为“ 川沙历史文化陈列馆”，向公众
开放。

丁家花园建于1935年，是典型
的石库门建筑，墙面雕花向来到这
里的人们诉说着川沙450多年兴衰
沉浮的历史，见证着川沙发展的轨
迹。匠艺独到的古式线脚代表着曾
在海内外声名鹊起的“ 三刀一针”
精湛技术，建筑内部由两层回廊联
通着大大小小的房间，也联通起了
人们对川沙过去的回忆和对未来的
遐想。

这里，曾是建国后第一个川沙
县人民政府所在地。具体改建修缮
设计方案已由专业的建筑单位负
责，功能性设计与布展设计也正在

同步进行。
此外，今后还准备开设一系列

博物馆和陈列馆。川沙近代营造业
陈列馆、川沙印刷陈列馆的筹建已
提上议事日程。

水上景观河———护城河
波光粼粼，垂柳拂岸，周长2.5

公里的护城河宛如一条晶莹剔透
的玉带环抱着川沙老城厢。450多
年前为这座小城围起一道保护屏
障的护城河，将成为未来川沙的亮
丽景观带。

以亮化和美化为重点，继续实
施护城河保护工程。将通过清浚河
道，恢复护城河水质，设置游船码头
及驳岸，形成河上游览路线。

对两岸的空地整治，进行景观
塑造。改建后的护城河区域将成为
集文化旅游区、休闲步行区、休闲生
活区、古城景区配套服务区为一体
的旅游休闲风貌区。目前，护城河的
改造方案由专业建筑设计公司制
作，完成了护城河疏浚，灯光设计和
架设管线入地设计方案。

近代交通的象征———小火车头
川沙的小火车，是近代交通的

产物。不用多少时日，人们将在华夏
东路与北市街交汇的一角见到它的
象征———小火车头。它毗邻规划中
的古镇入口，与古镇景点相呼应，宜
于游客留影。这一项目内容涵盖铁
轨、车站以及背景墙，占地面积约
230多平方米。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实习生 唐
昱霄 日前，一场名为“ 滋养心灵 浸
润人生” 的大型主题心理辅导活动
在长宁中学举行。此次活动由长宁
区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中心主
办，旨在面向学生和家长提供丰富
的心理辅导。活动现场不仅开展了
两场专题讲座，帮助学生备考，促进
学生和家长的沟通，还开辟了专门
场所提供心理咨询师和学科专家一
对一的考前减压、学科咨询和家庭

教育咨询服务。
活动吸引了不少学生和家长前

来聆听讲座和现场咨询。一位初中
男生的母亲告诉记者：“ 我孩子从小
学升入初中以后成绩就直线下滑，
全家都很焦虑。”母子俩经过和心理
咨询师现场的面谈，这位母亲最后
表示：“ 以前我还是缺乏和孩子的沟
通，太关注成绩，经过心理咨询师的
分析，我以后会更加注意孩子在青
春期特有的心理变化，帮助他克服

厌学的问题。”
据悉，本次主题心理辅导是今

年长宁区心理健康活动月的压轴活
动。长宁区教育局副局长吴玉雷表
示：“ 开展心理健康月活动主要是为
了创造出一个由学生、家长和老师
所共同组成的健康学习的氛围。”吴
局长同时表示，“ 在未来三年之内，
长宁将为区内每个中小学生建立心
理健康档案，并逐步实现心理咨询
室覆盖每所中小学。”

长宁区心理健康活动月

专家一对一为孩子们的学习提建议减压力

桂林公园、康健公园
有望成非遗驻点表演地

这些天，走进外滩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图书室的人仿佛乘上了一部
“ 时光机”。当年轻人用好奇的目光打探这些日常用品时，从居民家中搜罗来

的旧物件却令老一辈人思绪万千。外滩街道文明办主任吕明珠告诉记者，街
道希望从每个个体的生活细节里展现城市变迁的风貌。

本报记者 朱莹 吴恺 摄影报道

在静安区商务委的支持下，日前，恒隆致品腕表珠宝秀在城市地标恒隆
广场中庭开幕。在舞者的带领下，佩戴着璀璨珍宝、腕表的“ 中国公主”与

“ 异域王子”披上婚纱与礼服，在珍珠、黑白钻饰等璀璨珠宝的照耀下，带来
了一场唯美的“ 婚礼”。 本报记者 范彦萍 吴恺 摄影报道

芭蕾舞者珠宝满身现身恒隆广场

外滩街道居民齐晒“ 箱底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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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码头号
子” 是上海黄浦江畔传唱的劳动者
之歌，但随着现代化的机械设备的应
用，“ 号子声”越来越少。现在上海能
唱“ 码头号子”的老码头工人，加到
一起也不足10个人。事实上，上海现
有1000多种非物质文化遗产都走入
了这种困境。

对此，上师大提出一种全新的解
决思路———上海师大谢晋影视艺术
学院在全国率先启动了大学生集体
传承的新路，希望可以化解非遗无接
班人而失传的困境。上师大还透露，
经过此次的学习，学校有意将附近的
两个公园作为今后非遗项目的驻点
表演场所，进一步扩大影响。

上海师范大学谢晋影视艺术学
院院长赵炳翔副教授介绍，学院的一
项调查显示，上海有1000多种非物质
文化遗产，绝大多数都面临无接班人

的窘境，其中包括了名声斐然的“ 崇
明扁担戏”、“ 上海港码头号子”等。

在经过考察之后，谢晋影视艺术
学院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将这些

“ 绝技”在大学生中广泛推广，进行
“ 集体传承”，在集体传承的时候如

果有一两个兴趣浓厚的苗子脱颖而
出，成为真正的接班人，就可以把上
海的传统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为此，上师大老师把学生带到了
三林，感受三林舞龙，参观三森绣庄
等地方，还把上海港码头号子以及海
派魔术请进校园，手把手地教学生。

值得关注的是，经过此次的取
经，学校有意将附近的桂林公园和康
健公园作为今后非遗项目的驻点表
演场所，进一步扩大影响。据悉，6月2
日—6月3日，上师大还将举行“ 从民
俗表演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国
际学术研讨会。

川沙新镇创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开幕晚会展现了川沙深厚的文化底蕴。 本报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