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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评 DongfangShiping■本报记者 洪浣宁 浦东报道

东方艺术中心第 7个跨年度演出季——

2012/13演出季新鲜出炉，来自 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02台、近150场各类演出于9月4日起

一一登场亮相，140余位大师名家轮番献演，全

部演员、演奏员等将有 3000余人。首批 23台

40余场演出的近50000张票已开始发售。

世界名团纷至沓来

在上个演出季中，东艺成功推出“交响·乐

计划”，让东艺的“听交响·到东方”战略跨出了

重要的“第六步”。新演出季中，大师交响依然

独领风骚。主办方从占据整个演出季演出场

次1/3的交响乐版块中，精心甄选15支中外名

团，启动了新一季交响盛宴，共同奏响“大师交

响·集结号”。

自东艺运营之初，便提出了“听交响·到东

方”的艺术特色。数年间，柏林爱乐、维也纳爱

乐、荷兰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管弦乐团、伦

敦交响乐团、捷克爱乐、以色列爱乐、费城交响

乐团等世界一流团体的相继造访，使得“听交

响·到东方”这一品牌持续升温，并逐步在全国

剧场中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品牌特色。

为“大师交响·集结号”奏响开篇的是素有

“亚洲的德国乐团”之称的日本NHK交响乐

团，也是东艺“我心目中的世界十大乐团”评选

中候选的 22支世界一流乐团之一。此次，指

挥大师尾高忠明将执棒为乐迷带来柴科夫斯

基的《第五交响曲》。

“集结号”中的 15支乐团来自欧洲、北美

洲、大洋洲和亚洲，因地域差异，演奏风格和“压

箱”曲目不尽相同。如俄罗斯“音乐沙皇”捷杰

耶夫亲率马林斯基交响乐团，倾献三部普罗科

菲耶夫作品；年逾8旬的指挥泰斗洛林·马泽尔

携慕尼黑爱乐乐团带来斯特拉文斯基的《春之

祭》；而作为新演出季的闭幕演出，雅尼克执棒

鹿特丹爱乐也将带来俄罗斯作品——肖斯塔科

维奇的《C大调大提琴协奏曲》和柴六。

现代舞蹈绚丽夺目

翻开新演出季的菜单，不难发现，主办方

大大提升了舞蹈的演出数量及品质，尤其是现

代舞，几乎抢占了舞蹈版块的半壁江山。如此

手笔，在东艺的舞台上尚属首次。

英国现代舞团率先登场，已有 86年历史

的英国兰伯特舞蹈、威尔士国家舞蹈团、英国

动感多媒体舞蹈团、英国兰登舞蹈团都将献上

来自英伦的精彩表演。其中兰登舞蹈团的节

目《本质》，由韦恩·麦克格雷戈尔编导和创意，

曾一度横扫意大利威尼斯和法国里昂双年舞

蹈节票房纪录，现场舞蹈、灯光、多媒体的完美

融合让人叹为观止。

面对实力强劲的国外名团，国内各路名家

也不甘示弱，竞相亮相东艺这场“舞林群英

会”。舞界鬼才林怀民根据屈原名著《九歌》改

编而成的同名舞剧，破天荒地营造出一种剧场

祭仪，民乐与舞蹈的相互交融赋予名著全新的

时代意义。作为中国内地现代舞第一人的金

星也将带来她的两部最新力作《不同的孤独》

和《中国式交流》，两部作品都不约而同地将关

注点落在对人性的思索上，透过舞蹈演员肢体

的张力，诉说孤独、冲突和挑战。成立不到四

年的北京当代舞蹈团以非凡的创造力艳惊四

座，两部拿手好戏《棱镜》与《野草》令人期待。

音舞戏曲交相辉映

在即将到来的新演出季中，“中国元素”被

不断强化，民族音乐、舞蹈、戏曲交相辉映。

“中国元素”最值得期待的莫过于杨丽萍

的《孔雀》。今年央视春晚，《孔雀》惊鸿一瞥，

被称之为杨丽萍“收官之作”的这部作品将于8
月 23日首演，并于 10月底亮相上海。如果说

此前的《云南映象》和《云南的响声》是杨丽萍

致力于民族、地域的力作，那么《孔雀》则是她

对生命和人性的一次终极叩问，大胆颠覆了传

统舞剧表达方式，堪称中国版的《天鹅湖》。

新演出季中的戏曲版块可谓丰富多彩。

白先勇的“昆曲传奇”《牡丹亭》和《玉簪记》将

于今秋再度来沪。以青春版《牡丹亭》和新版

《玉簪记》闻名的苏州昆剧院还将带来他们的

传统剧目——昆剧经典《长生殿》和《西厢

记》。除此之外，京剧名家王蓉蓉领衔北京京

剧院上演张派青衣名剧《状元媒》，越剧名家茅

威涛与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带来封箱版《西厢

记》。而沪上舞台鲜有演出的豫剧，此番也将

精品呈现。“豫剧皇后”王海玲率台湾豫剧团，

带来新编豫剧《花嫁巫娘》；来自豫剧发祥地的

河南豫剧院则将献演传统保留剧目《清风亭》，

主演是豫剧名家李树建。

140余位名家荟萃东艺新演出季
首批23台演出近5万张票开始发售

从7月下旬开始，南汇水蜜桃开始批量上

市了。它按标准化生产，汁水多而甜香糯，每

盒优质水蜜桃的价格竟能卖到128元，已成为

浦东新区一个知名农产品品牌。

南汇水蜜桃向来有与无锡、常州的水蜜桃

并列江南三大“王牌水蜜桃”的美誉。像其他

所有特色农产品一样，水蜜桃之所以能形成独

特的口味，主要是老南汇新场等周边地域的特

殊水土条件决定的，该处非常适合水蜜桃的生

长。故保护、培育特色农产品，实质也就是如

何保护、利用好当地水土资源的问题。在这方

面，新区的有关决策部门颇有远见。因为这里

的土地资源很金贵，几乎达到了寸土寸金，只

要造成房子或建起其他设施，经济效益都会比

农业好。但是，为了保护传统的特色农业品

牌，新区坚持将适合种植特色农产品的土地保

留下来。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浦东，保留下一

片片“都市的村庄”——春天，这里桃花红艳；

盛夏，又是瓜桃飘香；保护了大自然的水土环

境资源，保留了旖旎的田园风光。所以我说，

南汇水蜜桃不仅是一种水果，而是新区乃至上

海的一个生态人文品牌。

南汇水蜜桃产自原南汇县，名称体现了鲜

明的地域特色。随着浦东新区的现代化发展

的进程，原南汇区建制撤销，成为大浦东新区

的一部分。但新区有关部门尊重历史，对一批

以老地域名称命名的特色农产品，仍坚持保留

原地域名称，南汇水蜜桃就是一个很好的例

子。他们没有用新名称去淡化老南汇的旧地

域记忆，这是一种包容的胸怀。因为南汇水蜜

桃的历史已经深入上海市民的记忆，是市民信

得过的品牌。若改成什么“新区水蜜桃”、“浦

东水蜜桃”，会让消费者误认为是一个新开发

品种，影响市场信誉。保留这个老名称，就是

对老品牌的有力维护。

当然，发扬传统特色品牌农产品，并不单

是保护好水土环境、商品名称就可以了。从南

汇水蜜桃重塑品牌、“焕发青春”的经验看，即使

对一些“现成”品牌，也要用科学的理念加以创

新和提高。首先，由浦东农协会主导，制订了一

系列严格的标准，包括生产标准、质量标准、包

装标准等；其次，是让个体果农的生产集约化，

拓宽包括网购在内的销售渠道，到市中心区域

建销售点等，多措并举。想方设法创新，目的是

使南汇水蜜桃的品牌之花绽放得更加鲜艳。

新区特色农业中的南汇水蜜桃品牌，做出

了一篇好文章。它既让市民享到鲜美水蜜桃

的口福，且具有重塑老品牌的标本性意义。

从南汇水蜜桃看老品牌重塑
□陈云发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浦兴社区的凌二居民区是一个动迁回搬

农民比较多的老小区。令居民们惊喜的是，

在今年居委会办的暑托班上，常会出现两个

金发碧眼的年轻人，带着孩子们做游戏、讲

英语。

原来，这是新区民政局通过公开招投标

招来的一个暑托班项目，资金由福彩基金提

供。中标者浦东新区心教育社区青少年发展

中心的项目执行长杨磊告诉记者：“两个外国

志愿者都是在读的大三学生，一个是瑞典的

艾迪，一个是德国的赛巴斯滕。”

杨磊透露，外籍大学生志愿者是通过“全

球大学生志愿者联盟网”招募来的。“我们发

布的信息是：需要两名外籍志愿者，志愿者自

付来上海的路费，我方提供服务期间的食宿

和一定的交通补贴。”结果，报名人数远远超

过两个，通过网上面试，最终有 6名外籍大学

生被录取，今年7月开始在社区服务。

■本报记者 潘永军 浦东报道

仁济医院住院部 14 楼，是血液内科病

房，40多号住院病人得的都是“大病”，或急性

白血病或淋巴瘤。然而，当记者走进这个“不

幸”的病区时，却被一种浓浓的乐观情绪所包

围：走廊里散步的病人有说有笑，没有一个人

说自己的病“看不好，没信心”。

“我们不怕”
“我们有陈医生，所以不怕”，病人老庄对记

者说。去年4月份，老庄因患急性白血病入住仁

济医院，“我和家人都害怕，这个病，哪能治好

啊”。但一年多过去了，当初自认为走到人生终

点的老庄，依然活得好好的。他对记者说，“陈医

生医术好、态度好，这里的医生护士都很好……”

自2000年陈芳源任血液科主任以来，12年
时间，在仁济医院14楼这个常人眼中的“死亡病

区”里，一个个白血病患者活了下来——急性髓

细胞白血病患者5年存活率超过50%、急性早幼

粒细胞白血病患者治愈率90%左右，慢性粒细胞

白血病使用靶向药物治疗后，95%能达到治愈。

不少人出院后，能像正常人般工作、生活。每次

查房，陈芳源总不忘对病人说一句：不要怕，会治

好的。如今，老庄和病友们都坚信这句话背后

的力量：用不了多久，自己也能像诸多从这里走

出去的白血病患者一样，重拾生活的阳光。

药不在贵
“这个治疗方法，国内外领先；花钱不多，

照样能看好白血病”……年届 50的陈芳源如

姑娘般爽朗，而常年积淀的临床经验及研究成

果，让她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医者特有的自信。

“治疗白血病，花60万元可能没命，花20万
元也许能治好。”陈芳源说，关键是对症下药。

有人认为根治白血病就得做骨髓移植，事实上

不完全对。很多时候，药物对了，不做移植，照

样能根治。但要做到“对症”，的确很难。10年
多时间，陈芳源保留了所有病人的病例及分析

报告。她对每位患者都有“分层”研究，属于高

危、中危或低危，什么症状，都有极其精细化的

诊疗手段。目前，仁济医院“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中低危患者缓解后使用大剂量阿糖胞苷药物化

疗”的治疗效果，已接近骨髓移植，但费用和病

人的“受苦”程度却大为降低。

这几年，陈芳源所在的团队申请到了 8个

国家自然基金、4个上海市科委基金用于白血

病和淋巴瘤的研究。她还领衔成立“浦东地区

淋巴瘤协作组平台”，把治疗血液肿瘤的研究

成果与东方医院、公利医院等共享。

医者仁心
在病人的眼中，陈芳源一点也没有专家的

“范”。2000年，病人叶阿姨因为胃不舒服入

院，当陈芳源告诉她得了“淋巴瘤”要抽骨髓检

查时，叶阿姨无论如何不相信：你要抽我骨髓，

我就跳楼！“现在想想，真好笑。”叶阿姨说，陈

院长并没有因此而有任何计较，而是苦口婆心

地安慰她，说服她治疗。如今，12年过去了，检

查出“恶性淋巴瘤”的陈阿姨，活得好好的。最

让她感动的是，12年里，这个与自己无亲无故

的“专家医生”，待自己犹如亲姐妹般，时时送

上关怀：“陈院长出国时，都不忘问问我的病

情。有一年中秋节，还送我月饼。”

医者仁心。多少年来，无论是当专家，还是升

任院领导，陈芳源总会出现在门诊室、病床前，把

亲人般的温暖送给每个病人，给予他们生的希望。

■见习记者 陈洁 浦东报道

8月 5日，由国务院侨办、上海市政府共

同主办，上海市侨办承办的“第八期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回国创业研习班”在浦东张江高科

技园区举行。张江管委会领导与上百名归国

华侨们，围绕张江创业平台、服务机制以及创

业经验与模式进行了交流。

市场环境和创业平台一直是海外华侨归

国创业首要考虑的问题。目前，浦东地区已开

通浦东国际人才城网站，想要落户浦东不必“踩

点”奔波，只要登录人才网站，无论是高端职位、

最新政策或是生活成本，都可轻松搞定。浦东

8大产业布局、12大产业动态等职场活动也及

时上线，方便国际人才迅速、全面了解浦东。

张江管委会还邀请瑞康资本执行合伙人

衷兴华为学员们讲授国内初创型企业的商业

模式，为“海归”们提供一条创业捷径，并就国

内医疗领域的创业门槛与资质、国内外政策

差异化问题、国内医疗市场环境向学员们作

了解答。身为归国创业人，同时也是浦东新

区归国留学人员联合会常务副会长的程东告

诉记者，自己当初也从海外归国创业，因为不

熟悉情况导致创业非常迷茫，通过这种教练

式的培训机制能让“海归”们坚定创业的决

心，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据悉，此次研习班是张江第四次承办“华

侨华人回国创业培训班”，吸引了美、加、日、英、

法、澳等16个国家和地区的120余名华侨华人

专业人士参加。其中，硕士以上学历超过学员

总数的90%，博士以上学历超过50%。

目前，“华侨华人回国创业培训班”已经

成为上海市政府侨办“海星工程”的品牌活动

之一。四年来，有350位华侨华人专业人士参

加了培训。据不完全统计，有近13%的学员已

回国创业，其中多数选择在浦东创业。

■本报记者 张琪 浦东报道

高行镇有多少条路？多少条河？貌似简

单的问题，在国家卫生区复审之前还真很模

糊：城市化使高行的路一天天增多，河道数目

也在加加减减变化中，更难管的还有这些道

路、河流的卫生。

“九龙治水”变“一龙”做头

高行境内有名字的路有54条，另有众多没

名字、正在建的路。高行镇迎国家卫生区复审

工作现场负责人赵大发告诉记者：“道路保洁涉

及镇、公路署、金桥城管署三个责任主体，有9
家单位在扫地。”“九龙治水”的结果是：标准不

一，责任不明，大路不干净，背街小巷也很脏。

计将安出？在年初的高行镇人大会上，

“马路怎么扫”成了一大热点，经过代表热议，最

终形成共识：“九龙治水”要挑出“一龙”做“龙

头”，简言之就是：“一家主扫，对其他养护单位

负责的区域加扫。”原来怎么扫还是怎么扫，只

是，通过公开招标确定一家责任单位，由政府出

资购买服务，“再有问题就找这一家公司。”为了

对保洁情况做好监督，高行镇“走群众路线”，通

过市民巡访团、居民检查团以及网格办“联网”、

第三方测评等，随时报告“不干净”的地方。

短驳车“驱走”河道垃圾

“原本以为五六吨垃圾，结果却是150多

吨！”记者了解到这一信息时连连咋舌——桥

洞底下暗藏垃圾是老问题了，清扫出来为何

噶许多？

调查之后，问题水落石出：历年来河道内

的垃圾都由河道保洁队清理，保洁队只管把垃

圾从河里打捞出来，埋在河岸边、藏在桥洞里，

日积月累，连桥洞都填平了。按照镇党委、政府

领导的要求：“复审是目标，提升城镇形象是目

的，坚决清扫完历史遗留的150多吨垃圾。”

如何防止堆积垃圾，建立长效机制？调

研之后，找出了症结：河道保洁队没有短驳

车，无法把清理出来的垃圾运送到指定的堆

放点。“镇里出资给河道保洁队配备了短驳

车，并与他们签订协议，必须将河道捞上的垃

圾运送到4个指定的堆放点。”堆放点的垃圾

则由与镇里签约的保洁公司负责清运，“55
条河道都不会再成垃圾河了！”

暑托班来了外国大朋友华侨华人回国创业
研习班在张江举行

高行“一龙治水”
管好路与河

她让白血病患者重沐生命阳光
——记仁济医院副院长陈芳源教授

人物档案：

陈芳源，仁济
医 院 副 院 长 。
1985年开始研究
攻克白血病。26
年间，她独立诊治
了众多血液疑难
及危重患者。如
今，她所带队的仁
济医院血液科，大
大提高了白血病
人的生存率。

暑托班的孩子们与外国大朋友玩成一片。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