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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

新春走

围桌而坐、举杯祝福、走亲访友，其

乐融融的新春图景在平常人家再平常

不过了，但对于万千医务工作者来说，

节日团圆是奢望。猪年春节，在急救前

线、在医院门急诊、在手术室、在住院病

房、在疫情监控后方、在流动献血车上，

共有 3611 名医疗卫生工作者坚守岗

位，为茸城百姓健康保驾护航。今年从

除夕早上 7 时 30 分至年初七早上 7 时

30 分，松江 120 共接到急救电话 984
次，受理电话 643次，出车 589车次，护

送病人527人。120急救中心负责人表

示，急救工作全年不打烊，过年比平时

任务更重。

急救人的年夜饭很特别
年夜饭是一个汉堡，年夜饭与宠物

狗一起吃……急救人的“花式”年夜饭

让人落泪。

除夕下午，家住浦南的急救医生

孙陆瑢蓉没有顾上和家人一起吃年夜

饭便早早地赶到松江新城急救站点。

“吃过年夜饭再赶到单位会耽误白班

同事回家和家人团圆。”为同事考虑的

孙陆瑢蓉在路上买了个汉堡就算是年

夜饭了。当晚，她接手了 4 起急救任

务，有酒醉病人，有心脏病病人，也有

转院病人。“大过年的，不是情况棘手，

大家也不会叫救护车。”在急救战线上

奋战多年的孙陆瑢蓉充分理解病人。

提起过年，作为 3 岁孩子妈妈的她看

得很淡：“抽空跟孩子视频一会儿，也

算是过年了。”

“年夜饭和家里的宠物狗一起吃

的！”佘山急救分站的袁航医生已经连

续四年没回老家了。“大过年的，谁不想

和家人团聚呢？”袁航不好意思跟同事

换班，因为同事的爱人快要生了。除夕

晚上 8 时刚赶到佘山分站接班的她便

遇到一起醉酒病人打架受伤的急救任

务，因为醉酒病人不配合，足足耗了 2
小时才把病人送至医院回到分站。“干

我们这行的，会遇到各种状况，不仅要

会救人，还要会劝人。”袁航说。

别样的年夜饭只是急救人故事的

一个缩影。一年 365天，一天 24小时，

坚守是他们的常态。

医护人员常在岗位上过节
“趁着春节小长假出去走走看看。”

“趁着春节在家好好休息下。”对于坚守

岗位的医护人员而言，这样的想法只会

让他们怀疑自己是不是过了个假春

节。“习惯了”“很正常”“没什么”……说

起春节还要坚守岗位，医生、护士们的

反应大多如此。

年初一一早的中山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预检、收费、全科门诊和医技

等科室的工作人员像平常一样各就各

位。当门诊护士早早来到注射室门口

时，已有病患在等候输液和雾化治疗

了。春节期间，气候寒冷，呼吸道感染

患者较多，需要输液及雾化吸入治疗的

患者不在少数。“除了在中心就诊的，也

有从上级医院转诊过来继续治疗的。”

据门诊护士介绍，当天上午10时不到，

就有十多位患者前来输液，2名患者接

受了雾化吸入治疗。

春节期间，医生、护士因工生病也

不稀奇。大年初五，当泖港镇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青年医生顾冰洁走进病区与

接班医生交接好后，她才放下心来开始

给自己输液。原来，今年春节，顾冰洁

有两次夜班，除夕夜中心急诊病人比平

时多了些，给急诊病人看诊，到病区巡

视，一番忙碌后已是新年钟声敲响时。

缓过神来的顾冰洁感觉浑身酸痛，一量

体温竟是高烧。支撑着上完夜班回家

休息了几天又赶上第二次值夜班。“我

们单位不少同事是外地的，作为本地

人，又相对比较年轻，能多分担一点就

多分担一点。”今年已是顾冰洁第三年

在中心过除夕了。

不同于医院的开诊看病，即便是过

年，区疾控中心的疫情值班人员也需要

到单位登陆传染病疫情直报系统，日日

排查、统计、汇总、审核疫情，并上报上

海市疾控中心。此外，实验室值班人员

也要每日到中心，对医疗单位送来的呕

吐、腹泻或流感样本进行处理、培养、检

测，以便为疫情判断提供技术支撑。

猪年春节，医疗卫生岗位上的暖心

故事远不止这些。医疗卫生人年复一

年、日复一日地坚守在守护百姓健康的

岗位上。

2月10日，“人文松江，文化走亲”送戏进社区春节期间群众文化活动演出在方松街道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剧场举行，为社区

居民送上沪剧表演专场。图为岳阳戏曲沙龙队正在表演沪剧《金绣娘》选段“绣出春光无限好”。 记者 岳诚 摄

让道路有“颜值”更有品质
广富林街道全面启动实施“路长制”

本报讯（记者 俞惠昌） 广富林街

道将全面启动实施“路长制”城市治理

工作模式，结合精细化管理三年行动计

划及街道六个“美丽街区”申报点建设，

街道机关、居民区、市容队及保洁保绿

公司人员组成的 100 余名路长，对辖区

13 条主要道路进行全覆盖、全过程、全

天候管理。这是昨天从广富林街道城

市精细化管理会议上传出的消息。

“今年我们要在荣获上海市市容

管理示范街道的基础上，重点推进‘路

长制’，使道路作业有标准，处置有程

序，处理有时限，职责有分工。”广富林

街道党工委书记顾静华介绍说，“路长

制”不仅制定了道路保洁、设施维护、

店铺门责、绿化景观、城市立面等 5 个

方面的道路管理标准，还设置了路长

职责分工表、巡查发现问题转送单、一

路一档档案表以及考核细则，要求三

级路长分别每月、每周、每日巡查不少

于 1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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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蔡小兵 薛

庆玮） 区民政局近日收到一

面锦旗和一封感谢信，市民钱

先生在信中说，民政部门为辖

区高龄老人发放的智慧养老

大礼包——“幸福久久”智能

腕表，在紧急时刻发送 SOS呼

救信号，帮助挽救了他父亲的

生命。

钱先生告诉记者，申领

“幸福久久”为老服务智能腕

表没多久，家中就出现了惊险

的一幕：“半夜我听到手机响

了，马上冲到房间去看，只见

老人已经倒在地上，地板上是

凉的，虽然卧室里开着空调，

但是如果不及时发现，等到第

二天老人就有生命危险了。”

原来，2018 年，区民政局为辖

区内 90 周岁以上高龄老人以

及 60 周岁以上低保、特困供

养、特殊贡献、失智不失能老

年人，免费发放了“幸福久久”

大礼包——智能腕表，它能实

时监测老人健康数据、实时位

置，并带有自动报警、实时对讲等功能。当佩戴

腕表的老人健康数据发生异常时，智能腕表会启

动报警，连接家属手机或服务后台，为老人撑起

一把“生命的保护伞”。

“这个功能很好，如果我外出，子女就知道我

在哪里，还有一个功能是可以知道自己的血压。”

居民沈阿婆告诉记者。区民政局副局长石宝孙

表示，能够第一时间把老人遇到的危险情况通知

家属或后台，就能为抢救赢得宝贵的时间。据介

绍，“幸福久久”套餐C是由区民政局与中国电信

合作搭建的信息化助老项目，目前已在松江中心

城区五个街道试点，已经有近1600位老人享受该

项服务。

本报讯（记者 陈燕） 寒风呼啸，中山东路

120弄小区72户居民心里却是暖洋洋的。“哗哗哗

……”看着清澈的自来水从水龙头流出，小区居民

谢寅芳开心地告诉记者：“这下可以放心了啦！水

质好了，新年过得更高兴了！”

中山东路 120 弄小区于 2000 年竣工，虽经

过二次供水改造，但 72 户居民家中的自来水时

常出现浑浊的情况，2018 年下半年来更加严

重。居民们见面便互相抱怨：“我家里水龙头出

的是黄水，我都不敢喝了。”“我家装了五六千元

的净水器，但是这水质太差，滤芯要经常更换，

成本很高！”

作为业委会主任，谢寅芳主动担当，代表居

民致电松江自来水公司反映该情况。“没想到我

一反映，松江自来水公司很快就派人来了解情

况了。”经过实地勘察，小区地下管网严重老化，

管道已是锈迹斑斑，因此给居民们带来了用水

困扰。

松江自来水公司本着为民服务的理念，加紧

施工，只用了半个月时间，便完成了整个改造工

程。日前，谢寅芳和居委会工作人员特地将一面

锦旗送到了松江自来水公司。“自来水公司为我

们居民着想，我们为他们点赞！”谢寅芳说。

本报讯（记者 王梅）

“太棒了！咱佘山也有电

影院啦！”“不用老奔棋牌

室打发时间了，家门口看

看电影也不错！”春节前刚

开业的佘山新天地中影国

线巨幕影城大大地方便了

附近的居民。

“一家三口在宜居小

镇也能看上《流浪地球》。”

2月9日下午，刚从影城出

来的孙女士便在朋友圈

“炫耀”了一番。“电影没少

看，但在镇里看电影还是

第一次。”出生佘山、家住

松江新城的孙女士说，春

节期间带着老公和女儿回

佘山观影很有意义。

年轻人觉得新鲜，老

年人则图个方便。家住江

秋新苑的孔老伯平时没事

就在家看看报、听听小曲，

如今家门口能看电影了，

孔老伯的生活也比以前丰

富了。他说：“人上了年纪

老往城区跑身体吃不消，

这下好了，和老伴儿‘约会

’方便多了！”

离家近方便不假，观

影环境如何呢？带着这样

的疑问，记者前往影院探

了个究竟。从桃源路 188
弄 32 号世纪联华超市旁

进入，乘电梯径直上 3楼，

不少人正在观影等候厅惬

意地聊天等候，也有人在排队购买爆米

花，等候厅除了复古文艺的桌椅，还设置

了心愿礼盒自动售卖机。观影厅内，红

色真皮沙发坐感舒适，各厅风格颜色各

异。据影城总经理徐凯介绍，影城占地

面积约 2000 平方米，共 6 个观影厅，其

中，L-MAX激光巨幕厅 1个、标准激光

数字厅 3个、真皮沙发贵宾厅 2个，可容

纳千人同时观影。

为了984通急救电话而坚守
——“白衣天使”猪年新春工作纪事

□记者 王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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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上干净自来水
居民开心过新年

区妇幼保健院的医护人员为产

妇梳头。 本报通讯员 摄

杨建国还根据童声演唱特点对曲子进

行了改编，并加入了钢琴伴奏。他经常

到学校现场指导，带着师生们一字一句

“雕琢”。

随着排练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孩子

喜欢上了唱田山歌，有的孩子将田山歌

作为睡前安眠曲，有的走路时也要哼上

几句。录制当天，师生们的精彩表现更

是获得了节目评委的一致“点赞”。

争做非遗传承人
合唱团里的金星小朋友是中英混

血儿，她特别喜欢跟别人介绍自己是松

江人。她说：“松江是一座历史古城，是

‘上海之根’，我感觉自己就是一个松江

人，我愿意为传承非遗文化贡献自己的

力量。”

合唱团里的其他小朋友也争当“小

小非遗传播者”。据蒋荣介绍，此次最

终登台表演的只有四十多人，但是平时

排练时参与的孩子有上百人，孩子们学

田山歌的热情很高。

节目录制当天恰逢大雾，师生们坐

车三个多小时才到达上海电视台，虽然

有的孩子晕车，有的孩子呕吐了，但没

有一个人叫苦叫累，当天录制了近十个

小时。导演一说开录，大家立即投入状

态。钢琴伴奏老师廖佩君产假一结束

就投入排练，从没有请过假，师生们都

乐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学校合唱团成立以来，一直注重

传承传统文化。合唱团不仅用心传唱

濒 临 失 传 的 非 遗 项 目 松 江 田 山 歌 ，

2016 年受邀去维也纳演出时，还为国

际友人演唱了沪语歌曲《叫卖小调》，

让家乡语言走上了国际舞台。蒋荣表

示，在平时音乐教学中，她也经常教孩

子们唱沪语儿歌。“这些都是我们家乡

的优秀传统文化，不能失传，保护和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和担当。”

据了解，Susie 童声合唱团现有团

员一百多人，自 2010 年成立以来，孩子

们享受到了歌唱的快乐，在校内外各

项比赛中也获得了不俗的成绩。2016
年 7月，合唱团应邀赴奥地利维也纳参

加第七届世界和平合唱节，获和平天

使奖、联合国证书、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证书等。2017 年 9 月，合唱团成为维

也纳童声合唱团之友俱乐部成员并获

授牌。

松江童声版泖田山歌唱响新春

陈宇剑就贯彻落实会议精神指出，全区各

单位要传达学习好会议精神，进一步提高认识，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切实把思想和

行动统一到区委部署要求上来；聚焦重点，深化

系统谋划，全面结合实际和当前形势，进一步理

清思路，明确重点，排好任务表、压实责任表、紧

盯时间表，切实做到工作有兴奋点、落实有发力

点、经济有增长点、发展有新亮点；拼搏奋进，抓

好工作落实，G60 科创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要

加强统筹协调，各单位之间相互配合、形成合

力，确保 G60 科创走廊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落

到实处。

会前，程向民、陈宇剑等区领导来到G60科创

走廊联席会议办公室，慰问G60科创走廊九城市

派驻工作人员，送上新年祝福。程向民说，G60科

创走廊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平台，

今年要进一步发扬“店小二”精神，推动与多层次

资本市场对接，把优化营商环境提高到新的层

次。面对乱云飞渡、风吹浪打的 2019年，希望大

家坚持改革辟路、创新求实，唯实唯干、拼搏奋

进，在新的一年展现新气象、实现新作为。

会上，各单位就党建引领G60科创走廊建设、

优化营商环境、加快重大项目推进、经济可持续

发展、招商引资引税、产融结合、人才服务、乡村

振兴等展开了热烈讨论。G60科创走廊联席会议

办公室总结了2018年工作，汇报了2019年工作计

划。区发改委、区经委、区科委、松江经济技术开

发区、中山街道、临港松江科技城等单位作了交

流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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