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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社会

■记者 王歆瑜

本报讯 为切实保障工地环境安
全，杨浦区建管委积极落实行业主
管部门责任，正全面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建筑工地预防性消毒专项行
动。截至 4 月 22 日已完成一轮专业
消杀，后续将持续开展每周不少于
一次的专业消杀。

为加强对建筑工地预防性消毒
的指导，区建管委、区建管中心组织
全区建筑工地开展重点场所消毒线
上培训，专项指导培训消毒剂的配
制、消毒器械的使用和维护等知识，

帮助各建筑工地熟悉掌握正确的预
防性消毒专业知识、流程及要求，要
求消毒人员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确
保消毒工作安全、科学、规范、有效。
同时，结合春季爱国卫生运动，开展
科普宣传，提升预防为主、群防群控
意识。

区建管委要求各建筑工地结合
实际制定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由
专人负责消杀和定期检查，确保资
金到位、物资到位、人员到位；每日
对施工区域、办公生活区域、临时
隔离点及其他活动区域实施消毒，
实现“应消尽消”，全力阻断疫情传

播风险；同时，要求全区 19 个目前
处于封控及管控范围的工地，委托
第三方专业机构进工地开展专业
消杀。

建筑工地预防性消毒专项行动
期间，区建管委、区建管中心加强预
防性消毒工作抽巡查力度，持续督
促工程参建各方按要求开展预防性
消毒，并定期开展专项自查自纠，督
促参建各方落实责任。同时，严格
按照技术要求科学消毒，建立日常
消杀管理制度及台账，确保消杀工
作责任到人、措施到位，筑牢建筑工
地疫情防控屏障。

为方便市民核酸检测，本市将以“固定采样点+便民采样点+流动采样点”相结合的方式，在全市优化常态化核酸采样点布局。4月26日，第一批名单公布，杨浦设11个点位。

■陈涛 景方

本报讯 近日，杨浦公安专门成
立了一支为民服务队，分布在辖区14
个派出所，及时帮助百姓解决身边困
难事。

4月14日上午，长海路派出所民
警叶永清接到市民许先生报警求助，
说自己两位高龄父母，住在浣纱三
村，目前缺少生活物资和药物。而自
己封控在附近其他小区，已经为父母
购买了足够的生活物资，希望民警能
帮忙送一送。

接到求助后，叶永清变身“闪送
侠”，将许先生委托运送的生活物资
和药品，及时送到了两位老人家中。
两位老人向民警连连道谢。

记者了解到，杨浦公安为民服
务队主要由年轻民警组成，优先安
排党员先锋加入。中原路派出所民
警丁旭辉表示，只要接到居民求助，
杨浦公安为民服务队就会第一时间
赶到现场，为居民解决他们遇到的
急难愁盼。

疫情防控期间，突发疾病怎么
办？近日，杨浦公安分局中原路派
出所接到市民闫先生报警，称自己
正在崇明岛隔离，而独自在家带娃
的妻子突发脑出血昏迷不醒，急需
救助。

“我老婆脑部因畸形出过血，

这次可能也是脑出血！”由于太过
着急，以至于闫先生来电报警时哭
了起来。据闫先生介绍，他原本
想给妻子打电话，但电话怎么也打
不通。

接 到 报 警 后 ，中 原 路 派 出 所
民 警 史 杰立即带领消防员和 120
急救人员赶往现场。到达现场后，
闫先生家的房门无法打开，消防员
直接破拆了房门。进门发现，闫
先生的妻子陈女士正倒在床上，嘴
角还有血渍，1 岁多的孩子在一旁
直哭。

当即，陈女士被120救护车紧急
送往医院救治。幸亏抢救及时，目前
陈女士已脱离生命危险。而得知 1
岁多的孩子无人照顾，邻居热心表
示，愿意帮忙照顾孩子。

疫情防控期间，120 救护车的运
力紧张，如遇到市民突发疾病又急需
救护车，这时该怎么办呢？

几天前，市民孔女士的父亲疑似
脑溢血急需送医救治，紧要关头，孔
女士拨打了110向民警求助。

接到孔女士报警后，属地控江路
派出所民警范泉华第一时间赶到了
居民家中，发现老人病情严重，情况
危急，范泉华立即通过指挥中心，请
求120救护车尽快赶到现场，指挥中
心立刻加急处理。

很快，120 救护车抵达了现场，

老人吐血的症状越来越严重。医
护人员迅速将老人抬 上 救 护 车 ，
赶往附近的新华医院救治。

由于抢救及时，老人目前已脱离
生命危险，回家静养。

“警察同志，这里有位孕妇，现在
急需送医……”近日，杨浦公安分局
平凉路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宾馆工作
人员的求助。一名住客怀孕 1 个多
月，突感身体不适并伴有腹部疼痛，
急需送医救治。

接到求助后，民警袁志华立即
穿戴好防护装备赶赴现场。经了
解，工作人员已为孕妇拨打 120，但
由于急救车运力紧张，转运需等待
较长时间。

在对孕妇以及陪同人员核酸、抗
原进行审验后，民警立即驾驶警车，
为孕妇开辟生命通道，第一时间护送
其赶往医院。经救治，目前孕妇身体
已无大碍。

无独有偶。日前，有位正在家
中待产的孕妇突然发现羊水破了，
由于救护车运力紧张，情急之下，
孕妇家属第一时间想到向社区民
警求助。

接到求助后，四平路派出所民
警沙骋、王捷火速赶往救援。在确
保安全的情况下，驾驶警车将孕
妇 送往医院 。 目 前 ，孕 妇 已 平 安
生产。

为进一步做好“六稳”“六保”工
作，推动公共就业服务向前延伸、提
质增效，帮助重点用人单位走进校园

开展精准招聘工作，满足毕业生多层
次、全方位、精准化就业服务需求，杨
浦区拟开展系列网络招聘工作。

杨浦开展为期一个月的建筑工地预防性消毒

持续开展每周不少于一次专业消杀
杨浦拟举行高校网络招聘会

杨浦首批11个常态化核酸采样点

杨浦公安为民服务队分布在辖区14个派出所

及时帮助百姓解决身边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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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民晚报 雨滴滴答答落下，
砸在金山区天华路方舱医院的柏油
路上。转运大巴从远处驶来，车上走
下拿着名单的工作人员，仔细核对着
每一位登车的乘客。47岁的代晋（化
名）背上女儿的大提琴，提着黑色的
大号行李箱，和陪伴了自己8天的方
舱医院告别，也和这段经历告别。

代晋一家都感染了，先是他的妻
子在 4 月 1 日出现了症状。到了 6
日，代晋和 14 岁在读八年级的女儿
也出现了症状，发烧到 39 摄氏度。
他心里咯噔一下，明白自己和女儿也
大概率中招了，抗原的“两条杠”和核
酸结果印证了他的猜测。吃了药、喝
了水、休息了一晚，他和女儿的热度
基本退去，只是还有些咳嗽——这个
过程，在记者多家方舱医院的采访
中，听到过很多次了。在隔离酒店待
了一周多，做了两次核酸还是阳性
后，代晋和女儿在4月15日晚上被转
运大巴送到了金山区天华路方舱医
院C舱。

女儿叫馨怡（化名），在徐汇区一
所颇有名气的初中读初二，是学校乐
团的大提琴手。离家前，馨怡犹豫再

三还是带上了大提琴。“把大提琴带
到方舱里来练，也是个比较新奇的体
验。”小姑娘说。

龙华医院医疗队员将馨怡和代
晋安排在对床，方便代晋照顾孩
子。馨怡和代晋的床，离舱门口不
远。课业不紧张的时候，馨怡会取
出大提琴，对着琴谱练起来。浑厚
丰满的琴声传开，吸引病友们围观，
有人也会举着手机录段小视频发到
网上。这个上过音乐厅舞台的姑娘
刚开始有些局促，但后来也慢慢放
开了。

琴声也吸引了“95后”护士刘晟
宏的注意——其实不用琴声，“大白”
们早就留意到了这对“充满艺术气
息”的父女。征得馨怡和代晋的同意
后，在一个傍晚，将她请到了空旷处，
为她举办了“方舱音乐会”。病友们
逐渐围拢在女孩儿身后，打开手机闪
光灯，挥舞起来，甚至有小孩子拿来
无线台灯充当“气氛组”。

慢慢地，人越聚越多。馨怡拉起
《我和我的祖国》，有个穿灰色卫衣的
小姑娘举手当领唱，引来一片叫好。
代晋坐在女儿身旁当起了指挥。那

个傍晚，很多人意犹未尽，很多人露
出了难得的笑容。

更多的时候，馨怡还是坐在自己
的床旁，独自一人练习。馨怡练琴的
时段，也是方舱生活最多姿的时候：
广场舞占据了舱外大片空地；护士站
前，小朋友们嬉笑玩耍，身后不停传
来护士姐姐略带无奈的提醒：“慢点
儿慢点儿”；有“大白”在墙上贴出“单
日核酸阴性”的名单，人群立刻围上
来，这场景和学校成绩放榜几乎没有
两样……

可馨怡还是沉醉在自己的音乐
世界里。“既来之则安之，总有回家的
一天。”她的话里透露着超出年龄的
从容。练完后，她把大提琴交给了代
晋，代晋拿出酒精湿纸巾，一根根琴
弦擦着，特别仔细，特别小心。

“回家后想先洗个澡，然后做点
自己想吃的、想喝的，再好好睡上一
觉。”这一晚，也是馨怡最后一次在舱
里演奏了。或许很久后，舞台上出色
的大提琴家还会记得，“方舱音乐会”
听众们的鼓掌欢呼，而那时，围住她
的“粉丝”们早已不用戴着口罩……

■郜阳

据文汇报 阅读的力量格外抚慰
人心。受新冠疫情影响，上海很多
市民仍处于居家防疫之中，往年热
闹的线下沙龙按下“暂停键”，但多
姿多彩的书香文化活动在“云端”涌
现，凝聚起书香守“沪”的精神动能。

在上海市委宣传部指导下，上海
市社联、世纪出版集团、文汇报社特
别策划“阅读的力量·一直在一起”主
题活动，自4月1日启动以来，在学界
出版界和广大读者中产生热烈反响，
成为这个春天上海抗疫交响中“读”
树一帜的特殊“阅”章。截至目前，已
有50余位作家学者通过联合推广平
台，推荐一批党史著作、文学社科经
典，有的还加推了中外名片、名曲、名
画，分享多元阅读欣赏体验，引发全
网广泛关注转载，彰显了读书有力
量、同心向春行的信心与希望。

城市面临“大考”，如何
读懂“社区中国”

此时此刻，我们尤其需要好书
让彼此“靠近”。沪上党史专家刘
统、忻平、徐建刚，学者沙海林、陈
恒、严锋、袁筱一，作家马伯庸、路
内、陈丹燕，出版人潘凯雄、徐俊等
等陆续分享好书，希望更多人缓解
焦虑情绪，增强抗疫信心。

随着越来越多党员向社区报到，
以社区力量筑牢抗疫根基，广受关
注。“前不久有市民与居委会书记对
话录音在网上刷屏。这就是通常所
说的‘社区’缩影，国家最基层、最现
实、最复杂的单元。”上海市社联副主
席、市政治学会会长桑玉成推荐《社
区中国》帮助读者理解社区。市社会
学会会长李友梅推荐《公共性及其实
践——中西古今之间》时谈到，面对
疫情突袭，人们从固守一隅到邻里帮
扶互助，生成了维护社会整合的纽带
性力量，体现了人类的社会韧性。

“最近一段时间，一边忙抗疫，
一边也在思考，如何应对疫情对经
济发展的冲击，如何统筹抗疫和经
济社会发展双胜利。”市社联副主
席、上海社科院党委书记权衡重温

《追赶接力：从数量扩张到质量提
升》，他认为，这本书对于如何处理
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质量、培育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动力、实现高
质量发展等具有启发意义。

红色基因始终流淌在上海的城
市血脉中，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会

长王国平推荐《不负人民：解码伟大
建党精神》，在他看来，这场突如其
来的阻击战、攻坚战，既是对超大城
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大考，也
是对全市党员干部学思悟践伟大建
党精神的实践检验。当“不负人民”
成为解析百年大党成功的精神密
码，读者能感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的“根”和“源”。

读史启迪当下，予人前
行的动力

同心守“沪”，只因我们对这片土
地爱得深沉。中华文明数千年绵延
赓续，没有断流，这在世界历史上独
树一帜，其深处的力量之源是什么？

“疫情期间宅居家中，正是静心
读史的好时机，在书中品味中华千年
文明源流，感悟不朽人物的永恒瞬
间。”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郦波推荐纪
录片《中国》同名图书《中国：从春秋
到盛唐》《中国：从天宝惊变到辛亥革
命》，两部书勾勒古今思想源变，呈现
家国情怀与民本思想的诞生。

不少作家学者重温人与疾病的搏
斗史，比如程永新再读《霍乱时期的爱
情》，陈丹燕重温《十日谈》，潘凯雄推
荐《白雪乌鸦》等，“眼下疫情环境里人
的智慧备受考验，人的耐心和韧劲更
面临着巨大挑战。”评论家汪涌豪重
读《病玫瑰：疾病与医学插画的艺
术》，认为其价值不仅帮助人了解历
史上曾发生过的巨大生命灾难，重新
理解人类医学伦理，还在于展示了人
与疾病的抗争历史，人面对痛苦与死
亡所表现出的勇敢高贵。

当镜头拉到最近“五十年中国
百姓生活史”，孙甘露推荐梁晓声长
篇小说《人世间》以及同名电视剧，

“《人世间》为普通人塑像，为平凡生
活讴歌，原著小说有三卷，电视剧有
58 集，叙述平实舒缓。作为同时代
人，读来感慨万千。周家三兄妹等
经历了各种困难，时代和个人交错
层叠，但人物身上所展现出的善良、
正直、坚忍、豁达，此时此刻给经历
疫情的我们以勇气与安慰。”

“岁月流逝，山河沧桑，中华民
族不屈精神还保存在这条道路上。”
军史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统
最近在读《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
道上寻找西南联大》，跟随书卷“重
走”西迁路，寻访历史遗迹，感受澎
湃的民族精神和爱国传统。 ■许旸

“阅读有力量·一直在一起”系列活动：超50位作家学者推荐经典

上海凝聚书香守“沪”的精神动能

据新华社 4月23日，第十九次全
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发布。调查显
示，2021年我国成年国民包括书报刊
和数字出版物在内的各种媒介的综
合阅读率为81.6%，人均纸质图书和
电子书阅读量继续上升，“听书”“视
频讲书”等阅读形式为读书提供更多
选择。

2021 年我国成年国民综合阅读
率较 2020 年增长 0.3 个百分点。其
中，人均纸质图书阅读量为4.76 本，
人均电子书阅读量为3.30本，均较上
年有所提高。纸质报纸和纸质期刊

的人均阅读量则呈下降趋势。
从 阅 读 形 式 上 看 ，2021 年 有

45.6%的成年国民倾向于“拿一本纸
质图书阅读”，这一数字比2020年更
高。中青年群体成为数字化阅读的
主体。有77.4%的成年国民进行过手
机阅读，71.6%的成年国民进行过网
络在线阅读。超过三成的成年国民
养成了“听书”的习惯，通过“视频讲
书”方式读书成为新的阅读选择。

从阅读时间上看，2021年我国成
年国民人均每天读书时间比2020年
增长一分钟，达到21.05分钟，但仍不

敌人均每天 101.12 分钟的手机接触
时长。

调查还显示，2021年我国0至17
周岁未成年人图书阅读率为83.9%，
人均图书阅读量为10.93本。未成年
人阅读情况继续向好。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由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组织实施，2021
年8月开始启动，采用网络在线调查
和电话调查方式，在162个城市进行
样本采集，覆盖我国 30 个省（区、
市），调查可推及我国人口13.22亿。

■史竞男 徐壮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腐乳几乎
就是一曲雪中送炭的生活颂。到了今天
这个时代，它仿佛美人迟暮，渐渐门前冷
落，但仍时不时会留下一段人间佳话。

听说巴金晚年最喜欢的腐乳除
了家乡四川的，就是奉贤的鼎丰腐乳
了。那是他在奉贤“五七干校”期间，
在海边窝棚待了 3 年养成的口味。
当时巴金年近古稀，劳作之余常常向
着大海的方向眺望，出现在眼前的，
除了一片白茫茫的盐花，就是远处一
排摇荡的芦苇，掠过头顶的风充满海
的腥气，吃饭时有味鲜适口的奉贤乳
腐佐餐，也算得上是一种奢侈了。

鼎丰腐乳是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
产。腐乳，上海人习惯叫它“乳腐”。事
实上，乳腐之所以成为乳腐，确实“磨平
了岁月和脾气”。每一种乳腐都有不一
样的境遇，要么成为红乳腐，要么成为
白乳腐，要么成为花色乳腐。“红颜”红
乳腐是一对姐妹——“大红方”和“小红
方”，其色泽都红中带褐，每一块都厚薄
一致，质地细糯，咸淡适口；白乳腐则有
糟乳腐、油乳腐以及白方乳腐“三姐
妹”，其中糟乳腐色呈鹅黄，多粘白米酒
糟，香气浓郁，稍带甜味；花色乳腐则是

一个大家族，以配料命名，有玫瑰乳腐、
油辣乳腐、火腿乳腐、虾籽乳腐等。最
具江南特色的是玫瑰乳腐，其因加入了
馥郁的玫瑰花而得名。

鼎丰酱园最早开设于 1864 年，
距今已经一个半世纪。民间有个传
说，光绪年间一位京官回奉贤老家接
母亲进京，鼎丰酱园的老板精选了一
缸上好的乳腐敬赠，把这江南的“软
香碧玉”送进了遥远的京城。话说那
老夫人到了京城，任何珍馐佳肴都引
不起食欲，遂想起从老家奉贤带来的
乳腐。乳腐缸的盖子一启，只觉香气
扑鼻，拌进菜肴一起吃，顿觉食欲大
开。此后，京官常派人回家乡购买鼎
丰酱园的乳腐，还分送京城同僚，鼎
丰腐乳便名声大振。老板于是精心
制作了一块金字招牌，上书“进京乳
腐”，高悬店内，美名流传至今。

这个传说，妙就妙在道出了美食的
精髓：美食，不只是为了营养或温饱，它
承载着诗和远方的乡愁，尽显本色。值
得一提的是，“进京乳腐”属于红方，如果
用它来烧乳腐排骨堪称一绝，一块块排
骨裹满浓稠的酱汁，色泽诱人，入口酥
软，令人回味无穷。（来源：解放日报）

它“磨平了岁月和脾气”
■杨绣丽 方舱里的音乐会

第十九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结果出炉

“视频讲书”成为阅读新选择

图 徐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