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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群众到梅陇城管执法中队春申
工作站反映，锦梅路、梅富路附近存在居民
擅自种菜的不文明行为，得知信息后，工作
站立即安排执法队员启动调查程序。经调
查，位于锦梅路、梅富路东北角的拆迁建设
用地已闲置多年，附近居民趁机开挖并种植
各类蔬菜，将公共场地变成“私人菜地”，这
种不文明行为不仅影响了城市市容市貌，还
因施肥等造成了一定的环境污染。

为确保此项工作稳妥推进，执法人员
在小区门口、违规菜地出入口张贴《关于禁

止种菜的通告》，上门宣传城市品质与品质
提升行动的意义，对市民提出的疑问进行
现场解答。由于前期工作充分扎实有效，
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得到了市民的积极配
合与理解。

“城市菜地”整治行动，不仅提升了辖区
内环境卫生，还给居民创造了舒适、优美的
生活环境。城管中队将主动巡查、靠前工
作，继续加强辖区“城市菜地”的整治力度，
并联合相关部门制定整治善后措施，尽可能
提高绿化率，进一步促进城市品质提升。

梅陇城管执法中队整治“城市菜地”助推文明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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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当下A股震荡行情持续，但不少专业
投资者认为市场结构性机会仍存。建信
智能汽车拟任基金经理田元泉表示，智能
汽车行业未来成长空间巨大，伴随着核心
技术的快速发展，整车、零部件、互联网应
用等多个领域都将涌现出投资好机会。

目前，由田元泉、张湘龙共同管理的建信
智能汽车正在发行中。对于新产品的投
资运作，田元泉称将延续自己的投资理念
和选股逻辑。从行业发展阶段、竞争格局
和商业模式、公司质地和估值等方面综合
评判，为投资者挖掘优质标的。

建信基金：看好智能汽车行业机会

今年以来市场反复震荡，给投资者
的操作思路增加了难度，固收+产品以债
打底、股票增厚收益的性质获得了广泛
青睐，尤其是此类产品的股票投资策略
相较权益基金更加稳健，可以帮助投资
者稳步度过风格切换、穿越牛熊。随着

基金中报相继披露，“固收+”基金两极分
化现象较为明显，缺少专业经验的产品
问题逐渐暴露，投资能力强的团队脱颖
而出，其中国联安安心成长混合基金以
长期稳健的业绩、专业的投资团队得到
了投资者的信任与支持。

国联安安心成长诠释“固收+”基金样本

广告 投资有风险

青年报记者 郦亮

本报讯 沪剧要从一个地方剧种变
成一个全国性大剧种，究竟还有哪里需
要突破？除了要有能够成为经典的优秀
剧目之外，更重要的还是要有一个展示
展演的平台，让观众能够看得到优秀沪
剧，提升沪剧的影响力。这正是推出上
海沪剧展演月的初衷。第二届沪剧月定
于9月7日到10月底举行。

今年的沪剧月正值建党百年，上海
几乎所有的民营沪剧院团都把握社会节
点，推出了红色主题大戏。因此今年的

沪剧月也以红色题材剧目展演为主。上
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对于
展演，各个院团都很踊跃，申报的新创
剧目就有二三十部，其中大部分是红色
题材，评委专家优中选优，最终确定了
10个院团的19部剧目参演沪剧月，在
接近两个月的展演中，将集中演出100
多场。

记者注意到，入选的剧目都是这
一两年新创的沪剧精品，包括上海文
慧沪剧团讲述柔石故事的《早春》，上
海新东苑沪剧团展现上海解放场景的
《飞跃七号桥》，上海勤苑沪剧团的《石

榴红了》和《银杏树下》都取材于现实
生活，反映了人性之美。此外，《江姐》
《红灯记》等一批沪剧的经典也在演出
之列。

韦芝告诉记者，沪剧月作为上海市
优秀民营院团的扩展和延伸，不止是一
个简单的展示平台，更是一个选拔平台，
是将上海这些年民营院团创作的最优秀
的剧目集中呈现出来，让观众了解目前
上海沪剧的整体实力。所以每次沪剧月
的策划都是优中选优，希望能够在将上
海沪剧从一个地方剧发展为全国大剧种
过程中出一份力。

秋天的第一抹红
2021年是建党百年，东艺的秋冬演

出季也继续聚焦“红色篇章”：大型杂技剧
《战上海》、话剧《共产党宣言》、舞剧《醒
狮》等众多红色题材将横跨整个演出季，
表达对党、对祖国的祝福。

9月9日，2021/2022演出季将由戴玉
强、莫华伦、魏松三位著名歌唱家携手打
造的国家级文化品牌“中国三大男高音”
开篇。三人的演唱风格兼备严肃认真与
诙谐幽默，主打“好听、好看、好玩”，这样
独树一帜的演唱风格让“三大男高音”这
个音乐品牌既专业，又亲民。

戏剧方面，大型话剧《共产党宣言》献
礼建党百年，向不畏牺牲、坚守初心的中国
共产党人致敬；杂技剧《战上海》中，上海杂
技团与上海市马戏学校将用极具张力和富
有惊险的肢体语汇为沪上观众捧上一场

“有筋骨、有血肉、有温度”的红色故事。

史诗级交响群星荟萃
作为东艺的核心品牌——“听交响、

到东方”同样在创新中持续升温。
荷兰著名指挥家、当今古典乐坛最炙

手可热的指挥大师梵志登率领香港管弦
乐团及小提琴鬼才黄蒙拉，以门德尔松、
巴托克的名曲为主题作为新演出季压轴
大戏重磅巨献；著名指挥杨洋将携十二岁

天才少年杜沛达联袂杭州爱乐乐团齐聚
东艺，在“天方夜谭”听音乐里的故事，一
千零一个不眠之夜，诗意邂逅东方神话风
情；耄耋而不辍的著名指挥家曹鹏今年已
经90多岁了，11月曹鹏将执棒上海城市
交响乐团音乐会，再度为沪上观众带来歌
剧盛宴。

此次东艺新演出季同样云集诸多世
界歌坛的风云人物，石倚洁、和慧、蔡程
昱、宋元明、梁彬等多位中国顶尖乐坛翘
楚逐一亮相于东艺，带来自己的专场音乐
会；古典乐坛的著名演奏家也将云集申
城，作为屈指可数的能将东西方文化巧妙
融合的钢琴家，吴牧野将用超凡脱俗的演
奏技巧带来“强者独白·贝多芬巅峰作品
选”；活跃在世界舞台的“魔鬼小提琴家”
杨晓宇将无间断极限炫技，演绎“帕格尼
尼24首随想曲”。

名角荟萃名剧迭出
《水曜日》《牛天赐》《武则天》《绝代风

华》《青衣》《天鹅湖》《吉赛尔》《大红灯笼
高高挂》《大宅门》……中外名家名团名剧
荟萃，一出出精彩纷呈的好戏接连跳脱出
文本，在舞台上绽放，为经典名剧、名角赋
予新的艺术生命。

作为此次演出季的“重头戏”，先锋戏
剧导演孟京辉将携新作《红与黑》在东艺
率先揭开神秘面纱。该剧取材于司汤达

同名长篇小说，向来以辛辣、幽默戏剧手
法著称的戏剧狂人孟京辉这次又将带来
怎样的“孟氏话剧”？此外，由天津人民艺
术剧院巨制的话剧《绝代风华》《武则天》
等票房和口碑双收的爆款话剧将于2022
年1月强势来袭，当刘晓庆碰上田沁鑫，
又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

为纪念老舍先生诞辰123周年，根据
老舍先生小说《牛天赐传》改编的话剧《牛
天赐》将让观众感受到地地道道的京味
儿。2019年末该剧初次亮相北京就大受
好评，今年将在跨年夜来到上海；北京京
剧院出品的京剧《大宅门》阔别上海舞台
四年后重磅回归，以浓郁的京味文化与现
代流行元素融合，在反叛与传承中给当代
年轻人带来一场彻底的“肌肤之亲”。

东艺主动“破圈”拥抱年轻人
疫情影响下，东艺还主动“破圈”，打

造沉浸式视听体验、打造国潮文化新风
尚，传递不同风格碰撞下天马行空的创意
表达，在满足观众需求的同时让多元文化
的艺术交流成为一种潮流与趋势。

奥斯卡获奖音乐大赏《冰雪奇缘》电
影交响音乐会，陈明昊、丁建华等八位声
音艺术家的多媒体视听朗诵会，金承志与
上海彩虹室内合唱团的音乐会，多感官沉
浸式体验引领剧场演绎新模式；以青瓷发
展历史为脉络的青瓷瓯乐跨界音乐会
《听·瓷》、中国首个名画“原创”国乐剧场
《韩熙载夜宴图》，则将国潮风变成了年轻
人的新流行。

第二届上海沪剧月启动，19部剧目逾百场演出

邂逅秋天一抹红 打造国潮新风尚
35台55场精品！东艺秋冬演出季好看又好玩

9月6日，上海东方艺术中心2021/2022演出季菜单发
布。今年，东艺打破了以往发布全年演出季的传统，在这个
年度演出季中首次以“秋冬演出季”概念亮相，35台55场
豪华演出阵容，将于9月9日起一一登场亮相。三大板块

“红色经典”“世界之声”“流光舞台”将融合交响乐、舞蹈、戏
剧、戏曲等多种艺术形式，横跨经典、悬疑、先锋、国潮等众
多题材，以五彩纷呈的舞台宴飨观众。 青年报记者 陈宏

▲戴玉强、莫华伦、
魏松三位著名歌唱
家携手打造的国家
级文化品牌“中国三
大男高音”。

◀杂技剧《战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