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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王梅

“出了楼栋门，下2步台阶后有一棵

树，顺时针方向转45度到9点钟位置，往

前走 20步再转到 3点钟位置，直走就可

以通向小区大门了……”这样的出行经

历出自泗泾镇一名年近古稀的视障人士

费女士之口。十多年前，因脑癌手术压

迫视神经失明后，她一度不想活了，不知

该如何面对黑暗，而今，生活依旧丰富多

彩的她说，自己的世界依然有光，盲人定

向行走培训让自己豁然开朗。

一束暖光照亮盲人世界
费女士提到的盲人定向行走培训是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承接的市级康复项

目。去年数据显示，上海市共有持证视力

残疾人95550人。据项目负责人上海市

阳光康复中心职业社会康复科副科长李

楠介绍，今年，全市16个区共有233名盲

人定向行走指导员在阳光康复中心接受

相关培训。“80后”指导员王四海便是其中

之一，有着6年助残经验的他是泗泾镇残

疾人康复中心的助残员，也是费女士口中

的“暖男”。“小伙子很有耐心的，一遍不行

来两遍，两遍不行来三遍，现在我自己独

立去超市一点不成问题了。”费女士说，这

些年来，尽管通过自己和家人的努力摸索

出了一些方法，但还是专业的培训指导为

她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已经组建小家庭的

女儿也比之前更放心她了。

一早起床洗漱后，自己准备简单的

早餐，边吃边打开智能手机，听听新闻、

关注下当日天气，然后下楼活动活动筋

骨，再去小区附近的超市买点新鲜的食

材，回家后吃点水果休息一下，又开始清

洗中午的食材了，这是记者采访当日费

女士一上午的活动。她甚至还开心地跟

记者分享了她中午要准备的美食：“中午

我准备弄一份米线吃，青菜和蘑菇都已

经洗好了，一会儿再放两块已经烧好的

羊肉就可以了。”

同样是视障人士，家住永丰街道的

施先生要比费女士的境况稍微差一点。

今年 39 岁的他，糖尿病导致眼底病变，

如今和父亲住在一起，烧饭掌勺由父亲

承担，个人生活卫生是自己独立完成。

“一个人出去的话，我只在小区附近活

动。”施先生说，这两年，街道残疾人康复

中心连续派出助残员指导他学习盲人定

向行走，除了收获到一些出行技能外，胆

子也比之前大了很多。永丰街道残疾人

康复中心助残员王连娣眼里，施先生的

变化也很大：“一开始接触他的时候，话

很少，也不太愿意交流，现在比之前乐观

了很多，生活中很多事情都能够自己尝

试着去完成了。”

无惧无畏才能点亮心灯
年轻的施先生为何没有年长的费女

士行动自如？“主要还是心态问题。”上海

市阳光康复中心盲人定向行走训练项目

培训负责人张凯琴一语中的，她说，对于

后天视力障碍者而言，走出心理阴霾是

第一步，也是至关重要的一步，突破心理

障碍，坦然地接受变故，才能重塑自我。

不止是张凯琴，社区助残员王四

海、王连娣也有同样的看法。多年的基

层助残经历让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走近

视障群体、走进他们的内心。“不管是盲

人定向行走，还是其他适用于盲人的社

会生活技巧培训，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

分析，我们在指导他们培训的过程中，

也会从他们身上学到一些教材里没有

涉及的有益经验。”王四海说，因为自己

视力正常，势必不能很准确地感知到盲

人的真实感受。

与王四海不同，受上海市阳光康复

中心邀请，为盲人指导员培训的授课教

师卞婓芸本身存在视力障碍。“盲人出行

并不是依靠盲杖点点点就可以很轻松地

实现的。”卞婓芸直言，建立心理地图，清

楚地记住出行参照物，这些都离不开大

脑记忆。而对于大家提到的，视障人士

回归社区需要突破心理障碍，卞婓芸也

极为认同。她告诉记者，尽管自己是先

天性视力缺陷者，公交车到了自己面前

都看不清是几路，平时主要依靠听来辨

别乘坐交通工具，现在也能独自乘轨交

9 号线到松江来给盲人指导员上课，但

在十多年前还未进入盲校学习时，她还

是会刻意隐瞒自己视力不好的事实。“因

为怕被人歧视，怕别人嘲笑。”卞婓芸说，

这几乎是每一个视障人士或多或少都会

存在的心理。

拿什么照亮盲人的世界？卞婓芸直

言，除了自我接纳、自我努力，这个群体

还需要全社会共同关注。这几年，残联

推出的盲人定向行走培训指导服务项目

无异于一束光，照亮了视障人士的世界。

本报讯（记者 牛立超 见习记者

朱颖宏 文 见习记者 张艺鸣 摄）人

文底蕴深厚的松江，曾出现一批文化名

流，近期，他们的作品以不同形式重新

回归松江市民的视野。12月15日，“‘云

间三友，逸笔丹青’——董其昌、陈继

儒、莫是龙书画艺术特展”在董其昌书

画艺术博物馆展出（见上图）。据介绍，

这是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首个以“云

间三友”为主题的书画特展。

本次展出的内容分为“云间三友”

生平交游、书画艺术、画学思想、鸿儒

凡夫四个主要部分，以“友”字为线索，

向观众展示“云间三友”的书画成就和

志同道合的艺术生涯。来自上海博物

馆馆藏的 12 件真迹，包括莫是龙《山

水图》册、《行书诗》扇，董其昌《仿古山

水图》册、《“渔舟”诗札》页、《“寒塘沉

沉柳叶疏”诗扇》页，陈继儒、董其昌

《雾村图、仙坛记书画合璧卷》，陈继儒

《梅花图》册更是吸引了外界的关注。

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馆长彭烨

峰向记者介绍：“从去年底开始策划此

次展览，今年初立项筹备，经过将近一

年的努力，与上海博物馆通力合作，充

分挖掘松江画派、云间书派资源，终于

成功开展。”

以画作串联起三位大师的关系，

成为此次展览的一大亮点。莫是龙

《山水图》册山形奇诡，用色淡雅，皴

法细腻多变，这幅作品创作时间大约

是 1555 年夏，就在同年，董其昌出生

了，三年后陈继儒出生，“云间三友”

的故事拉开帷幕。据彭烨峰介绍，三

位大师一生相契，情谊笃厚，亦师亦

友。莫是龙年长董其昌、陈继儒十几

岁，是他们艺术道路上的领路人，在

书法、绘画、书画理论上对两人产生

了深远影响。董其昌与陈继儒年龄

相仿，少而执手、长而随肩，两人的友

谊从年少开始一直持续至人生结

束。董其昌最负盛名的“南北宗论”，

早年莫是龙已经提出，后董其昌继承

莫是龙的思想，按着南宗发展的脉

络，集齐元四家、董源、王维的真迹，

利用自己的书画造诣和影响力，将

“南北宗论”推至画坛正宗。

12件真迹，每一件都是艺术的沉

淀和“云间三友”交往的例证。长卷

铺陈，在陈继儒、董其昌《雾村图、仙

坛记书画合璧卷》中，此卷前段是陈

继儒画《雾村图》，用“米氏云山”画

法，绘江南山水葱郁、烟岚缥缈之貌；

后段董其昌节录颜真卿《麻姑仙坛

记》，大字行草，书风以阁帖为主，略

带米芾意趣。董、陈二人为白首至

交，后人感其友谊，故合为一卷。此

外，陈继儒的《梅花图》册，不求形状

和颜色，但求风骨和文气，梅花不着

一点彩色，以淡墨为主，枝干用书法

写成，形状抽象，笔墨韵味十足。董

其昌的《仿古山水图》册，一幅仿米氏

父子，一幅仿倪瓒，虽说为仿古山水，

实为创作，用墨用笔完全是自己的风

格，两幅画墨色丰富，各式皴墨色相

互叠加，逸笔草草，酣畅淋漓。董其

昌的《“寒塘沉沉柳叶疏”诗扇》页，呈

现了董其昌成熟后的一种书写模式，

这一时期的董其昌长线条运用已经

达到了心手相印的程度，整幅扇面线

条连绵起伏，透露着技法的娴熟。

配合此次展览，董其昌书画艺术

博物馆于 12月 14日举办了简短的开

展仪式。上海博物馆书画研究部主任

凌利中在开展仪式上介绍，董其昌不

仅是松江的，还是上海的，也必将是世

界的，期望未来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

馆能够举办越来越多的好展。

区文旅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松江

在五年前就对松江历史文化做了整体

的梳理，整理出陆机、董其昌、程十发

三位不同时期的艺术代表。并基于此

建立了董其昌书画艺术博物馆，博物

馆以文化复兴为己任，以研究董其昌

艺术为重点，研究宣传松江文化，因此

本次展览让“云间三友”作品回家，有

十分重大的意义。

据悉，展期将跨年持续至 2021年

3 月 15 日，市民朋友可在此期间前往

观赏。

本报讯（记 者

张捷） 国务院日前

发布《关于进一步

加强惠民惠农财政

补贴资金“一卡通”

管理的指导意见》，

在意见中提出，要

求“搭建集中统一

管理平台，对补贴

资金核实、比对、支

付、发放、公开公示

等重要环节数据进

行 集 中 采 集 和 管

理。”基于此，今年

11 月中旬，区财政

局搭建的惠民惠农

精准帮扶资金管理

平台正式上线，全

区 13 个 职 能 部 门

全 面 实 现 在 线 运

行。惠民惠农平台

旨在对全区不同部

门的所有惠民惠农

资金进行集中管理

和 流 程 监 管, 确 保

各 项 补 贴 资 金 安

全、及时、足额发放

到每一个受益对象

手 中, 真 正 地 发 挥

好补贴资金的使用

效益和效率。

据悉，该平台由大屏版和桌面版两

大模块组成。大屏版通过大数据分析，

能直观反映全区帮扶总人数、总金额、补

贴项目数量、补贴人员年龄结构及所处

区域分布、全区补贴人员历年受助信息、

年度数据对比分析、预警信息等内容。

桌面版由发放单位基础信息、补贴对象

基础信息、发放数据导入、审批、报表数

据统计分析、系统预警查看更正、系统管

理维护等六大功能子模块构成，供职能

部门日常管理用，并对每个涉及的职能

部门进行了分权限定。

另据了解，从去年 6 月开始，区财

政局着手搭建业务规范、数据集中、管

理统一的惠民惠农精准帮扶资金管理

平台。采用网络协同工作模式，实现

涵盖数据导入、数据分析、数据预警、

数据支付全流程的电子化交付，对惠

民惠农资金流向进行实时跟踪、监测

和监管，避免出现贪污侵占、虚报冒

领、截留挪用等情况发生，确保资金用

在刀刃上，切切实实用在最困难、最急

需的地方。

与此同时，为保证各职能部门相

关人员顺畅访问惠民惠农平台，区财

政局以集中培训和现场辅导相结合的

方式，对 13 个职能部门的相关人员进

行惠民惠农平台操作培训，对桌面版

各功能模块进行了详细讲解和现场演

示，汇编了操作手册和工作要点小贴

士，使相关职能部门使用者逐步掌握

惠民惠农平台的实际操作。

截至目前，惠民惠农精准帮扶资金

管理平台系统运行稳定、可靠，农业农村

委、残联等部门已实现平台与财政支付

系统的无缝对接，涉及发放数据 679 笔

金额1.26亿元。

本报讯（记者 彭璐）“瓷

盆瓷盘瓷口缸，结婚送礼面子

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搪瓷

制品曾是一代中国人的集体记

忆，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搪瓷制

品。近日，一场“中国百年搪瓷

展”在松江九里工坊展出，带领

市民重温儿时的回忆。

展览现场陈列的搪瓷制品

种类繁多，茶缸、水壶、脸盆等

家庭用品琳琅满目。白底红

字、天蓝色滚边，印有“保卫祖

国、保卫和平”“献给最可爱的

人”等字样的抗美援朝杯距今

已有 70年历史。被制成足球、

地球仪等造型的水壶曾是上世

纪末出口国外的热销产品，如

今看来也毫不过时。“一看到这

些物件，回忆一下子被勾起来

了！这个牡丹花图案的搪瓷脸

盆太亲切了，小时候都用过，还

有这个搪瓷炉，我在宿舍用来

煮过饭。”前来观展的市民应莲

结激动地说。

据了解，搪瓷亦被称为珐

琅，是一种将无机玻璃质材料

通过熔融凝于基体金属上并与

金属牢固结合在一起的复合材料，化学性质稳定

且耐腐蚀。搪瓷产品大多色彩鲜艳，图案精美。

中国搪瓷百年展览馆馆长谢党伟告诉记者，中国

搪瓷工业发展迄今为止已有 104 年的历史，本次

展出的搪瓷作品约 250 件，分别来自中国搪瓷发

展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与各类搪瓷制品同步展

出的还有“一带一路”中国搪瓷百米画卷，百余块

一米见方的搪瓷板上绘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

地区的历史人文与现代风貌，该画卷由沪上 60位

书画家和书画爱好者历时三个多月完成。

“中国百年搪瓷展”将持续至 2021 年 1 月 17
日，参观之余，市民还可以在每周一前往现场免费

体验搪瓷烧制，使用珐琅釉料在杯子表面描绘图

案与文字，经过 700多摄氏度的高温烧制后，一个

简单的搪瓷杯即可制作完成。

本报讯（记者 冯琪） 近日，“水电气一件事”

功能服务在“随申办市民云”App上线。市民办理

不动产登记与水电气联名过户事务时，无需跑线

下办事点，不用上传纸质房产证，即可在线办理不

动产登记与水电气联办过户操作，一般在 5个工

作日即可完成过户审核。

据悉，上海不动产登记管理部门联合水、电、

气公共事业管理部门，在申报方式、审核程序等方

面进行流程再造，实施联动办理，将不动产登记与

水电气过户等多个服务事项整合为一个事项，在

“随申办市民云”App上线。

市民通过手机实名注册并登录“随申办市民

云”App，可在“办事”频道点击“水电气一件事”进

入服务。输入产权证登记编号，选择需要变更的

房产，等待核验结果，系统将自动完成登记信息和

水电气账户状态校核。选择需要办理的业务后，

输入原户号进行验证、完成水电气账户校验，确认

新户主信息并签订过户合约。同时，确认身份证

件，未获取到电子证照的，需上传身份证件（已获

取的无需上传），完成提交后，可查看办件进度。

本报讯（记者 梁锋）位于泗泾镇的宝乐汇·佘

山商业广场何时开业？届时，这里将会有哪些品

牌入驻？商业广场将为周边带来怎样的变化？这

些问题备受泗泾及周边居民的关注。

日前，记者来到宝乐汇·佘山商业广场看到，

广场的外立面铺装和玻璃幕墙工程已基本完工，

整个项目主时尚新颖、磅礴大气。走进商业广场

内部，各商户的内部装修工作也正在有条不紊地

进行中。

据了解，宝乐汇·佘山商业广场位于泗凯南路

佘月路，轨交 9号线佘山站附近。广场共 6层，其

中，地上商业 4 层，每层约 8000 平方米，共约

3.2万平方米。地下停车库 2层，约可容纳 500辆

以上的机动车辆。

“截至目前，广场整体租赁率已达到 90%以

上，聚集了大牌餐饮、休闲健身、亲子体验等多种

项目，其中不乏达美乐、盒马、海底捞等一大批著

名品牌。”宝地资产文商旅事业部宝乐汇高级经理

吴京涛介绍，宝乐汇·佘山商业广场将在明年1月

中下旬开始运营。

“宝乐汇·佘山商业广场落户带来的不仅仅是

舒适的购物体验，而且提升了泗泾整体的人居环

境，为吸引更多的人才在泗泾创业发展创造了有

利的条件。”泗泾镇相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阳光康复中心盲人定向行走培训项目助视障人士走出家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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泗泾又一商业综合体建成

宝乐汇·佘山商业
广场开业倒计时

“水电气一件事”
服务无需线下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