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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区图书馆作为社区和谐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丰富本地区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保障人民基本文化

权益，让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宝山区各街镇社区图书馆从实际出发，以读者为中心，

推出了多元化、个性化、人性化的特色服务，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市民文化修养，使社区图书馆

成为读者遨游知识海洋的乐园。 

月浦镇图书馆特色服务  

 ——锣鼓文化  

锣鼓是月浦镇的特色文化品牌，月浦锣鼓已被列入首批《上海市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继承民间传统文化、弘扬月浦锣鼓艺术，既是月

浦镇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月浦镇图书馆工作的服务品牌。 

一、管好“百鼓陈列馆”，展示月浦锣鼓风采 

“百鼓陈列馆”，是全国第一家乡镇级鼓博览馆，也是月浦镇图书

馆“少儿传统文化教育基地”和图书馆特色服务项目。在“百鼓馆”

内，陈列着各类中外锣鼓实物近90种，并通过图片、文字、音像等资

料，向广大市民传播锣鼓文化知识、进行民间传统艺术教育、展示月浦

镇文化建设成果。“百鼓馆”对外开放以来，已先后接待过国际民间艺

术节组织的官员、各国的民间艺术家、文化部及市文广局的领导、文艺界

的专家同行，博得了广泛好评。 

二、建设月浦锣鼓资料库，完善月浦锣鼓谱系 

月浦锣鼓始于清朝中期，经商小贩敲着小鼓行走于月浦街头，后来，这种小鼓被当作乐器，与江南丝竹一

起演奏。清朝末年，当地鼓手将货郎小鼓的形制扩大，并采用8只鼓沿上围有八仙图案彩绸的小鼓形式，“八

仙队鼓”因此而得名。月浦锣鼓鼎盛时期，曾拥有15支锣鼓乐队。然而由于缺乏必要的录音、录像条件，很多

优秀的曲目只能依赖于艺人之间的口耳相传，对于锣鼓艺术的传承和发展十分不利。月浦镇图书馆在月浦镇社

会事务服务中心的支持下，于2009年开始收集整理月浦锣鼓的各种影音和文字资料，至今已经挖掘整理出珍贵

录音录像资料26件，并收入图书馆馆藏资料库，向社会公众开放。 

三、定期组织锣鼓讲座和教学，着眼锣鼓艺术传承 

    为了使月浦锣鼓更好地在月浦地区传承和发展，月浦镇图书馆利用各

种假期，定期邀请打击乐专家、著名鼓手为月浦镇居民进行锣鼓讲座和教

学，并和月浦实验学校结为共建对象，在校内成立学生锣鼓表演队伍，由

绛州鼓乐团的老师为学生讲课，教授传统锣鼓的演奏方法和技巧。该授课

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3年，为月浦镇培养了不少青少年锣鼓手，深受广大师

生的欢迎。 

    今后，月浦镇图书馆还将继续开展锣鼓艺术推广普及活动，为月浦民

间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作更多努力和尝试，推进月浦镇精神文明建设更快更

好发展。             （月浦镇图书馆供稿） 

百 鼓 陈 列 馆  

锣 鼓 队 老 师 在 授 课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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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店镇图书馆特色服务 

                      ——龙船文化 

罗店龙船，始于明、盛于清，重观赏、轻竞渡，以表演、竞技

为主。 

罗店划龙船源于端阳龙船竞渡的民族习俗，但鉴于沪地端阳正

处梅雨时令，又值江南夏收夏种农忙时节；且罗店百姓对龙船情有

独钟，不能满足于龙船活动仅办一天，故自明代起，罗店划龙船就

成为连续数天的民俗文化盛会。罗店划龙船——这一传统岁时节

令，年年进行、年复一年，迄今已历400多个春秋，光绪《罗溪镇

志》称“擅一邑之胜”。 

罗店划龙船所独有的诸多特色，既是深厚地域文化底蕴的体

现，也是民间艺术发展的积累。由于历史原因，罗店划龙船活动曾

一度停止，造船的船匠和表演的人才流失严重，相关技艺濒临失传。 

近几年来，在罗店镇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下，对罗店划龙船进行了及时的挖掘、保护和传承，并

连续举办了七届上海罗店龙船文化节，取得了广泛的社会影响。图书馆作为文化发展的前沿阵地，积极配合罗

店镇政府连续5年在龙船节上举办了6届龙船灯谜展。 

    罗店镇图书馆利用其自身馆藏优势，及与市、区图书馆之间的资

源共享，先后查阅图书资料124册、检索报刊78份，并走访当地民间

老艺人21名，为06、08年“龙船研讨会”、“龙船音乐研讨会”的举

行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资料，为罗店龙船最终的完美回归，提供了一定

的史料及文化基础。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

立先生等众多专家学者、市区领导参加了首届罗店龙船研讨会。 

    2008年“端午节（罗店划龙船习俗）”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填补了宝山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项目的一项空白。同年，图书馆在罗店文化中心三楼举办了“迎奥运 

办世博”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暨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端午节

“罗店划龙船”活动摄影作品展。旨在让更多市民进一步了解龙船文

化，近距离的感受龙船文化。本次展出汇集历届龙船活动优秀摄影作品，罗店龙船模型、罗店彩灯等近150件

作品。 

为了让龙船文化走进学校，罗店镇图书馆与全镇幼儿园、小学

合作，积极组织小朋友参加各种罗店龙船文化的宣传活动，同时还

开展了“我眼中的龙船节”摄影图片展示、“我眼中的龙船”儿童

画征集活动等，共收到作品100多幅。 

此外，为了更好地传承罗店龙船文化的精神，让更多的人了解

罗店龙船，尤其是青年学生了解罗店龙船。罗店社区图书馆连续4

年利用开展暑期读书活动的有利契机，邀请罗店镇里的民间老艺

人，现场为广大学子讲授罗店龙船的历史、相关知识，并组织学生

进行专题学习交流会。 

罗店划龙船，这一久负盛名的传统文化活动，在“金罗店”又

焕发出了新的光彩。            （罗店镇图书馆供稿） 

 

龙 船 模 型  

罗 店 龙 船 文 化 研 讨 会  

“我心目中的罗店龙船”儿童画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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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淞南镇有一支活跃在社区里的群众

性的摄影队伍。早在70年代末就已经开

展了各项艺术创作活动与各种比赛，经

过黑白时代过渡到彩色的摄影时代；到

了90年代基本以彩色摄影为主。90年代

后期开始从传统相机转向数码相机，目

前淞南的摄影协会已经全部进入到了数

码领域。 

    淞南镇具有一定的群众摄影基础，

1989年，宝山区首届摄影比赛，600多

件作品参赛，淞南镇囊获摄影的一、二

等奖。1993年6月，淞南撤乡建镇时，

将群众摄影列为创建民间文化艺术之乡

项目来抓，纳入了镇文化发展规划之

中，在区摄影协会的关心下，选择了成

熟的成员和单位作为镇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项目工作的

对象，建立了

淞南镇摄影活

动的联席会议

制度，开展了

有群众基础、

有规划、有组

织、有目标的

摄影活动。并

于 1996年 10月

被宝山区人民政府命名为“摄影之乡”。 

自2009年底，新建的淞南镇文化中心落成，社区

图书馆搬迁至长江南路以来，无论从馆舍面积、服务

角度都较之前取得了新的变化和进步。除了在原有的

服务基础上，我们为社区摄影爱好者订阅了《大众摄

影》、《摄影世界》、《中国摄影报》、《人民摄影

报》等报刊杂志，还在图书阅览室专门划出一小部分

区域作为摄影交流区，单独设立摄影书架，相关摄影

方面的书籍和期刊独立排架，方便了广大摄影爱好者

和读者进一步的交流。 

每月淞南镇的摄影协会会员都会在摄影交流区开

展各种形式的交流活动，引起很多前来阅读书报的社

区居民和老年读者对摄影产生浓厚的兴趣，他们互相

讨论、学习摄影技巧和摄影相关的知识，并交流自己

的摄影作品。 

应广大社区读者的要求，镇图书馆组织开办了专

门的摄影讲座，每季度定期开班；每年举行“摄影名

家讲坛”；每季度邀请1位市、区级的知名摄影家为

淞南的广大

读者和爱好

者讲解摄影

方面的技术

和 知 识。上

海摄影家协

会秘书长王

榕 屏、上 海

摄影家协会

培训部主任

曹建国等都曾作客“名家讲坛”，深受读者的欢迎。

同时，图书馆经常策划和组织社区读者参加各类摄影

比赛和摄影展览，2007年、2008年和2010年先后承办

了“宝山区读书月”摄影主题活动，多幅作品荣获优

异成绩，我镇图书馆也多次荣获优秀组织奖。2008

年，我镇图书馆组织社区读者参加了“上海市第九届

读书节”摄影大赛，《读书伴我行》、《回乡途中》

等三幅作品荣获二等奖。2009年组织读者参加了由上

海市群众艺术馆举办的“风从乡间来——上海市新农

村摄影联展”活动，多幅作品入选联展，我镇图书馆

也荣获“优秀组织奖”。在2010年世博会期间，我镇

图书馆积极组织读者和爱好者进入世博园区进行摄影

创作，并举办“印象世博、多彩淞南”摄影大赛，社

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经过长期的积淀，我镇摄影爱好者的摄影技术和

水平不断提高，近年来已有50多幅作品被编入国家、

省、市出版刊物，其中《好书送民工》、《百岁老太

喜迎新千年》等4副作品被编入上海市委宣传部《社

区我们的家》大型画册中；还有300多幅作品入围

市、区各类摄影比赛，先后有200多幅摄影作品分别

刊 登 在

《人民日

报》、

《解放日

报》、

《新民晚

报》等，

这些成绩

的取得，

为我镇营

造了浓厚

的文化氛围，塑造了良好的形象，促进了社区精神文

明建设。            （淞南镇图书馆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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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影 讲 座  



   

 

 

第四版 

    顾村镇诗歌文化盛行已久，2006年确定以诗歌为“一地一品”特色

文化，经镇党委、政府核准后，正式作为“文化立镇”方针予以实施。 

    随着“第一届诗乡顾村”年会在2007年2月胜利召开，意味着“诗

乡顾村”建设进入了全面展开阶段。继2007年被上海市文广局正式命名

为“诗乡顾村”后，又于2008年被国家文化部命名为“诗歌的中国特色

民间艺术之乡”。 

    2008年，顾村镇图书馆在进行广泛诗歌论文征集的同时，又举办了

诗歌朗诵比赛。与前一阶段相比，作品质量有显著的提高，共收到各类

作品二百余首。值得一提的是，本镇的中、小学和幼儿园把诗歌活动融

入了教育实践，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使打造诗乡顾村形成了从娃娃抓起的局面。此外，各居委、村委也为百

姓的创作搭建了展示的平台，如泰和三居委的“泰和诗苑”，泰和一居委的“泰和歌声”，共富六居委的

“共富诗选”等，文化中心也将泰和三居、泰和新城小学与广福村定为镇的诗歌创作基地。 

    这一年间，共征集了千余首诗歌作品，经过艰辛的初选，推荐三百首作品，聘请上海市作家协会诗歌委

员会的专家从中精选出近百首汇编成“诗乡和韵”诗选，由文汇出版社结集出版。又邀请了长三角地区的著

名诗人、诗歌评论家写出有关该诗选作品及民间诗歌理论的探讨文章，

与以汇编交流。并于10月份召开了“第二届诗乡顾村年会暨长三角地区

民间诗歌交流论坛”及“《诗乡和韵》诗选首发式”。中国作协诗歌委

员会秘书长祁人、上海诗歌委员会主任季振邦等诗人、评论家及十余家

主流媒体出席，结合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组织了“诗乡和韵”专场

演出，使“诗乡顾村”在国际舞台上有了亮相展示的机会。 

    从2009年开始，在顾村镇图书馆与文化中心的共同努力下，顾村镇

的诗歌文化正式进入了成熟阶段。从07年的第一届“诗乡顾村”年会至

今，已连续成功举办了5届；08年开始的每一次读书月活动中，由顾村

镇主办的少儿诗歌朗诵活动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主题活动之一；此外，继

08年出版的《诗乡和韵诗选》与第六届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第二届“诗乡顾村”年会长三角地区民间

诗歌论坛《论文集》之后，顾村镇的诗歌创作成果日益丰富，《诗乡报》的创建及《诗乡和韵诗选2》等文献

的陆续发行，每一步都标志着“诗乡顾村”的里程。               （顾村镇图书馆供稿） 

顾 村 镇 图 书 馆 特 色 服 务  

          — — 诗 歌 文 化  

顾 村 的 诗 乡 报  

布艺堆绣画即用布做的画，是我国古代流传的一种

传统民间工艺。它起源于唐朝，前身是丝绫堆绣，到了

清朝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说乾隆的母亲就曾亲自带领

宫女们用这种工艺做出了很多花鸟、人物作品。其色彩

艳丽、层次分明、神态逼真、生动活泼、故宫博物院至

今还收藏、陈列着很多丝绫堆绣作品。    

布艺堆绣画是一种高雅的艺术，可以装点居室，也

是馈赠亲友的好礼品。它因做工精美、色彩丰富、立体

感强、简单易学而深受很多中老年同志的喜爱。为此，

高境图书馆给社区居民营造了良好的学习和活动环境，并

聘请了宝山区布艺堆绣名师孙爱珠女士为我们高境社区居民传授布艺绣画的工艺。大家在学习

布艺绣画制作中，彼此相识，切磋技艺，既锻炼了动手动脑的能力，又丰富了生活，提高了审

美情趣。          （高境镇图书馆供稿） 

布 艺 堆 绣 作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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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儿 诗 歌 朗 诵 会  



友 谊 路 街 道 图 书 馆 特 色 服 务  

         — — 剪 纸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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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吹塑版画，是以吹塑纸为版材的一个版画品种，诞生于

上世纪八十年代，发源于宝山。由于其具有成本低、制作安

全、入门容易等优势，且画面效果丰富，故深得杨行百姓喜

爱，得以在杨行广泛普及。 
  杨行吹塑版画大胆突破版画制作的关键难点，以吹塑纸

替代石板、木板、金属板等制版材料，其可折、可刻、可

切、可剪、可揉的特征，使得复杂的制作工艺变得易学易

做。在经历了二十个春秋的风雨洗礼后，现已形成一支由农

民、工人、教师、学生、干部等各阶层数以千计的普通百姓

组成的吹塑版画创作队伍。 

    1996年，杨行镇被文化部命名为“中国现代艺术之乡”。近十年来，杨行吹塑版画以其独特

的艺术形式享誉美术界，在国内外屡屡获奖，有的被博物馆收藏，其创作技法被收入全国九年制

义务教育初中一年级美术教科书。业内专家认定，宝山杨行镇吹塑版画与金山农民画、松江丝网

版画共为上海市郊农民画苑中的三朵奇葩。 

    吹塑版画是与图书渊源最深的绘画艺术之一，其相关收藏书籍、资料、作品集已普及于图书

馆。杨行镇图书馆馆内设有吹塑版画专柜，以吹塑版画优秀收藏作品集为

原材料，让更多的普通百姓了解参与其中，因为版画与图书馆的渊源，最

集中地反映在图书馆的丰富收藏之中。杨行镇图书馆长期以来都十分注重

吹塑版画优秀典籍与艺术作品集的收藏。此外，还充分利用图书馆各类资

源为文化特色服务：以“读书，让特色添光彩”为主题经常性举办吹塑版

画创作培训班，并涌现出了一大批创作人才，先后有数百幅作品在全国、

市、区中获奖；为大型交流会编辑了画册、提供简介和大量的资料，每年

协助举办中国现代民间绘画杨行年会，并已连续协办了四届“现代民间绘

画交流展”和“杨行论坛”，使“杨行”的名字在上海画坛和全国民间美

术界赢得了越来越高的声誉。 

汇聚着杨行人民聪明才智的吹塑版画，不仅成为提高人民群众艺术素养和陶冶情操的载体，同时推动着杨

行经济、文化建设的发展，在创建和谐杨行的进程中，铸成了一张响当当的文化名片。（杨行镇图书馆供稿） 

吹 塑 版 画 艺 术 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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剪 纸 活 动 现 场 展 示  

吹 塑 版 画 培 训 班  

友谊剪纸是我们友谊地区一项独特的民间民俗特色文化之一，在社区居民中广泛流传已有 20 余年。这一

独特艺术文化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友谊这块土壤，它的须正吸吮着艺术的养料并不断地扩展延伸。 

为推进、提升、普及和宣扬民间文化，将这一艺术不断拓展和创新，友谊社区图书馆专门购买、订阅这一

独特剪纸文化书籍和刊物，提供学习研究；每年开办“友谊剪纸艺术培训班”，定期举办剪纸技艺作品比赛和

展示。另外，每逢在中小学生放暑假期间，开展暑期初级剪纸培训班，至今已连续七年，受到了广大中小学生

及其家长们的欢迎和肯定。 

友谊剪纸因其特色品牌的推广而广受赞誉，剪纸艺术曾在全国“新世纪

杯”比赛中有七名参赛者获银、铜奖，全国“希望杯”中有七名获得二、三等

奖及优秀奖，许多作品入选《中华美术精华》一书，《宝钢日报》、《宝山

报》、《新民晚报》等主流媒体也多次对这一特色文化进行了详细的报道。 

目前，友谊剪纸这一绝活不仅在社区、学校、老干部活动中心得到了推

广，还进入了绿色军营，在国际民间艺术节上也受到了外国友人的一致好评。

为宏杨中华民族灿烂文化之瑰宝，得以源远流长，剪纸这一朵古老的民间之花

将在友谊开得更为鲜艳美丽。        （友谊路街道图书馆供稿） 



第六版 

2009年起，庙行镇社区图书馆以陈伯吹儿童文学作为本馆的品牌特色服务项目，在少儿馆内开辟了陈伯吹

儿童文学专柜，添置了陈伯吹儿童文学书籍694册，供小读者借阅。并

专设一个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基地，陈列有陈伯吹先生的塑像，以及

从第1届到第24届陈伯吹儿童文学获奖作品集和陈伯吹先生为中国儿童

文学事业奋斗的杰出成就的手稿和荣誉证书，供青少年读者前来参观

学习。 

2009年12月11日，第23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在庙行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成功举办，并为“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创作研究基

地”揭牌，宣告陈伯吹儿童文学基金会与庙行镇的合作，将架起儿童

文学与社区文化之间的桥梁。庙行镇社区图书馆为了更好地宣传推广

陈伯吹儿童文学，举办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例如：组织小

读者参观陈伯吹儿童文学创作基地、开展陈伯吹儿童文学讲座、“陈

伯吹儿童文学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征文活动等。庙行镇社区图书馆希望通过这项品牌特色服务，传播陈伯吹儿

童文学在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影响力，能够起到引导小读者“多读书  读好书”的积极意义，在青少年的成长

过程中，能有一定的助益。 

第24届陈伯吹儿童文学奖颁奖会也将落户庙行，庙行镇社区图书馆将继续以发扬陈伯吹先生的精神、促进

儿童文学传播为宗旨，为开展各种儿童文学活动提供便利，为社区文化注入活力。 

陈伯吹儿童文学——架起儿童文学与社区文化的桥梁 

第 2 3 届 陈 伯 吹 儿 童 文 学 奖 颁 奖 会  

2010年庙行镇社区图书馆内新建了一个电子阅览实践区——环保体验馆，它是上海市科普示范项目，同

时作为社区科普教育实践基地，以贴近居民生活、激发科学热情、培养科学态度为宗旨，力求让每一位社区居

民领悟和体验“走进科学”的乐趣，更好地营造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尚。 

环保体验馆中引进了美国威尼尔公司最新研制的数字化环保指标采集、分析仪器系统，社区居民们可借

助电脑及上述仪器，以亲手参与的方式，便可将大家通常关心的，例如：大气污染度、饮用水质量、光磁辐射

强度、噪音等级等环保数据精确无误的监测出来。其中数字式太阳能无限遥控气象站更是其中一道亮点，它能

将庙行镇社区范围内的基本气象数据，例如：温度、湿度、雨量、风

速、风向、太阳辐射、大气压力等随时精确地显示出来，并还可预报

未来24小时内本社区的天气趋势。 

  庙行镇社区图书馆围绕电子阅览实践区：环保体验馆的建立，为

广大社区居民搭建了一个环保专题活动平台，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活

动：有以世博为主题的“东方之冠”模型制作邀请赛、科技世博图片

展；以亲子互动为主题的全家都来赛拼搭比赛、版画制作；还有科普

知识片观影、环保设计制作、环保体验馆的参观体验等互动性强的活

动内容，让更多居民朋友能在庙行镇社区图书馆充分享受科普大餐，

感受科技带来的快乐与魅力的同时，增强自身的科学环保意识。 

                         （庙行镇图书馆供稿） 

庙行镇社区图书馆特色服务 

社 区 居 民 感 受 环 保 体 验 馆  

电子阅览实践区：环保体验馆——为社区居民搭建环保专题活动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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