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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倪嘉辉 上海市公安局杨浦
分局交警支队机动大队副大队长

扎根一线从事交通道路疏
导管理工作，日均巡逻里程近
60 公里，传承发扬全国公安系
统一级英模肖玉泉精神，接续
帮扶残障母女近十年，牵头在
杨浦区国定路邯郸路口建立

“学习雷锋示范岗”，入选 2024
年第一季度“中国好人榜”。创
新运用无人机辅助地面力量，
为共青国家森林公园、大学路
限时步行街等“网红打卡点”和
中小学校园周边道路协调开放
停车泊位，解决停车难问题。
曾获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
海市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荣立个人三等功3次。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杨莉俊 上海市杨浦区打
虎山路第一小学校长、打一小
学教育集团理事长

以人民教育家于漪为楷
模，践行“理趣相融”教学特色，
开设各级各类公开课，积极参
与“空中课堂”录制，获全国中
小学公开课电视展示活动一等
奖、教育部“基础教育精品课”
等奖项。以“创建和谐共生的
人文校园”为办学目标，建设

“摇篮”课程，推进深度教研、课
程联建共享，办老百姓家门口
的好学校，实现集团各校高质
量发展的共同提升。曾获全国
中青年教师论文大赛一等奖、
上海市基础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等荣誉，入选杨浦区第十
批拔尖人才。

章 弘 上海杨浦科技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执行
董事、上海长阳创谷企业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

围绕“建设世界级创谷”目
标，带领经营团队立足构建城市
更新的Campus双创街区战略定
位，以长阳AI+党建为引领举办
各类双创活动，持续发挥全国双
创周主会场品牌后续效应。通
过园区整体业态功能提升和“五
大中心”（企业中心、创业中心、
体育中心、活力中心、艺术中心）
载体建设的“软硬双引擎”，积极
打造以城市更新驱动科技创新、
带动社区复兴的示范性地标，全
面推动长阳创谷高质量发展。曾获全国巾帼建功标兵、上海市三
八红旗手、上海优秀企业家等荣誉。

张红兵 上海道客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在开源软件、云计算等领
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历，拥有
个人专利8项，带领技术团队以
云原生创新为核心，为企业数
字化转型提供底座支撑，自主
研发的云计算操作系统广泛应
用于金融科技、工业互联网、智
能汽车等多个领域。深度参与
工信部、科技部等国家级重大
科研和产业项目，主导开发多
个业界标杆企业级产品。曾获
上海市产业青年创新大赛银
奖、杨浦区五一劳动奖章、杨浦
区职业技能大赛（网络与信息
安全管理员）项目一等奖等荣誉。

曲 珊 美团（汉海信息
技术<上海>有限公司）算法
工程师

作为 95 后 IT 行业尖兵，
主要负责美团点评事业部公
信力图谱项目，着力打造从
基础图谱能力、核心图算法
能 力 到 图 谱 应 用 的 技 术 体
系，从源头上阻断各类违规
评价风险。所建设的公信力
图谱已覆盖美团平台内十亿
级实体和百亿级关系，在账
号身份与关系识别、异常检
测、恶意炒作等商业公信力
场景中发挥重要作用，助力
在线新经济领域健康有序发
展。曾获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省级一等奖、杨浦区五
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赵 巍 上海建朗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

在“互联网+党群服务”领
域，探索政企服务新模式和新
技术，积极推广“数字政务”

“数字科研管理”解决方案，为
全国 11 省 10 市工会组织和近
百家央企、国企提供线上平台
建设和运营服务。围绕党建
引领、组织服务、城市精细化
治理等方面，为“一网通办”

“一网统管”等重点工程提供
数字化转型方案和数字化科
技服务。企业曾获中国创新
创业大赛优秀企业、上海市工
人先锋号等荣誉；个人曾获上
海市青年创业英才、“杨浦工匠”等荣誉。

平如刚 上海申之禾化工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深耕化肥和基础化工领
域多年，善于研究制定营销策
略，保持与上下游的良好合作
关系，在化肥产品、基础化工
产品的采购和销售方面取得
优异业绩。积极响应国家“双
碳”战略，带领公司团队致力
于新能源产品碳酸锂的开拓
发展，从市场发展、行业服务、
用户分析等三方面入手，使企
业销售总值提高近 10 亿元，短
时间内即在新能源材料领域
站稳脚跟。曾获杨浦区五一
劳动奖章等荣誉。

朱会营 天域生态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上海杨浦分公司技
术总监

从 事 苗 圃 领 域 工 作 25
年，擅长标准化苗圃规划、大
树移植及濒危古树复壮、低
端苗圃向高端苗圃合理化转
型。拥有“树木伸缩式抹芽
器 ”“U 型 挖 树 铲 ”等 多 项 专
利，广泛应用于城市绿化养
护、苗圃地、林场、果园及部
分苗木产区。创新苗圃“零
成本”管护模式，发展林下经
济提高土地利用率，目前已
成功应用 20 余万亩。领衔团
队获评上海市工人先锋号，
个人曾获上海市首席技师、“杨浦工匠”等荣誉，入选杨浦区
第十一批拔尖人才。

陈 华 上海市杨浦区四平
路街道鞍山一村第三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

发挥党建引领作用，积极
化解物业与居民矛盾，推动开
展高楼居民自治微改造项目。
作为一名退伍军人，平日以社
区为家，创新社区自治工作机
制和服务载体，将“民情日记”
融入居民自治，形成“民情日
记+居民议事厅”模式，实现与
居民沟通服务零距离，扎实办
好居民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
事、微小事。曾获上海市担当
作为优秀居村党组织书记、杨
浦区五一劳动奖章、杨浦区优
秀党务工作者、杨浦区最美退役军人、杨浦区金雁书记等荣誉。

韩 磊 上海市杨浦区人民
法院执行局局长

十余年来办理案件近2000
件，无一改判、发回重审、投诉
信访，主审案件获评全国法院
知识产权典型案例、中国行政
审判指导案例等。推动优化法
治化营商环境，牵头发布全市
首份涉数字经济犯罪案件司法
白皮书，推动出台全市首份涉
案企业合规改革检法衔接工作
意见。创新发展新时代“枫桥
经验”，首创刑事重大敏感案件
判前社会效果评估机制。曾获
上海法院审判业务骨干、杨浦
区十佳“政法之星”、杨浦区“最
美劳动者”等荣誉，荣立上海法院个人二等功。

朱俊峰 上海师范大学附
属杨浦现代职业学校汽车专业
实训教师

作为杨浦职校世界技能大
赛车身修理项目集训队成员，
用实际行动传承弘扬工匠精
神，将“刻意训练”作为职业技
能学习的信仰，不断完善自身
技能与专业素养，通过一遍遍
的实际操作形成肌肉记忆，仅
凭眼看、手摸即可找到面板表
面细微误差，钣金修复能让车
门平整修理控制在误差 0.5 毫
米内，达到喷漆前水准。曾获
第二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车身
修理项目金牌、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车身修理项目一等奖、上海市第一届职业技能
大赛车身修理项目金牌等荣誉。

梁海云 上海杨浦环境发
展有限公司工会主席

从一名基层驾驶员做起，
扎根环卫工作近30年。担任公
司工会主席期间，积极组织开
展职工劳动技能竞赛、劳模先
进事迹宣讲、“安全生产月”等
活动，帮助一线职工提升专业
技能和综合素质，做好环卫人
才传帮带。持续推进职工工间
休息室建设和公租房保障工
作，常态化开展职工关爱帮扶
工作，为一线职工办实事解难
题。团队曾获上海市市容环卫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优胜团体一
等奖；个人曾获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行业劳动竞赛先进个人、杨浦区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竞赛专项类）

劳动谱写时代华章奋斗创造美好未来
杨浦区2024年全国和上海市五一劳动奖、工人先锋号风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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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分钟，藏着怎样的“睦邻新风景”
编者按
人民城市新实践，杨浦的“15分钟社区生活圈”不断“上架新款”，“圈”入更多居民的多元化需求。但是“万变不离其宗”，美好的社区生活中，睦邻、自治，

始终占据“C位”。
“一次就上头”，学习编织后，她们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织友”们互帮互助的“常态”，成为睦邻社区的一个“取景框”；爱心义卖、捐赠闲置物品，大

家共同践行环保理念，公租房小区的邻里日活动，满是“分享的快乐”——“银行”里的“一存一取”，促成了社区资源的“再循环”，也促成了邻里间的“互通有
无”……如今的热词“向新力”，其“原身”是向心力，这充分彰显了创新与民心“双向奔赴”的密切关系。杨浦如何以民为“心”，在15分钟这张“画布”上，描绘

“睦邻新风景”？

如何改善小区环境？大家积极
建言献策；爱心义卖、捐赠闲置物品，
大家共同践行环保理念……日前，居
民张女士兴致勃勃地参加了新江湾
城街道尚景园邻里日活动，感受着

“分享的快乐”。
“这次活动很有意义，不仅让我

们有机会和邻居们一起分享闲置物
品，还能培养孩子们的环保意识。”张
女士说。

尚景园是一个公租房小区，人
员流动性较大。邻里日活动，增进
邻里关系的同时，还能实现资源的
循环再利用。

登记、分类、摆放物品、挑选、购
买、把款项投入信箱，所有流程自
助，展示架由居民闲置的书架装上
灯带后改造而成……“闲置银行”是
该小区的一个品牌项目，去年，记者
在尚景园小区采访时，居民胡女士

告诉记者，以前楼道里经常会有租
户留下的闲置物品，如衣柜、鞋架、
小冰箱等。“这些东西扔了怪可惜
的，堆着还影响环境。”“闲置银行”
的落地，让这些“扔了怪可惜的东
西”，有了一个好去处。“可存可取”，
在“闲置银行”，通过交换和捐赠，让
居民们有机会以低成本获得心仪的
物品。

邻里日活动，居民们参与热情
高 涨 ，让 社 区 资 源“再 循 环 ”这 一
理念得到了进一步延伸。书籍、玩
具、家居用品等被整整齐齐地摆放
在摊位上，供“顾客”挑选，这些居
民捐赠的物品充实了“闲置银行”
的“库存”；孩子们热情吆喝，努力
提 升 自 己 爱 心 义 卖 的“ 销 售 业
绩”；在互动乐园区域，飞花令、投
壶等游戏接连上演，居民们玩得不
亦乐乎，体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

魅力……
“闲置银行”管理小组的一位成

员介绍：“活动收益或者物品，一个去
向是捐赠给贫困山区的学校，另一个
就是用于社区公益事业、睦邻建设，
进行‘再循环’。”

这场家门口的欢乐“派对”，让
居民白女士意犹未尽：“这次活动真
精彩，互相走动走动增进感情，让大
家对彼此、对小区都有了更深入的
了解。”

“希望尚景园明天更加美好”“社
区活动越办越丰富”……活动现场，
居民们纷纷在红色心愿单上，写下对
小区未来的美好祝愿和期许。

尚景园睦邻中心负责人曹祯浩
表示，将不断创新活动形式和内容，
丰富居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增强社
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织友”们互帮互助的“常态”，成为睦邻社区的一个“取景框”

“针要往这里绕一下，当心，不要
穿错地方……”上午 10 点半，四平路
街道阜新路社区睦邻中心的活动室内
正热闹。志愿者依次分发了两张编织
样图，都是小幅作品，学员们根据喜好
和学习程度任意选择一张进行还原，
遇到不会的，可向志愿者寻求帮助。

全职妈妈小美是零基础学员，参
加春日手工坊活动已经不是第一次
了。选配颜色、DIY花样……小美曾
是美妆师，编织，在她眼里是一件“很
美的事”。“这个春日手工坊的教学样
图，和我想象中传统的老式毛衣花纹
不一样，很新潮，很漂亮。我会选用清
雅的颜色，比如藕粉、天蓝等，做出来
的作品就特别满意。”

春日手工坊始于今年 4 月，由四
平路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牵头推出，
固定于每周三上午9点到11点半在阜
新路社区睦邻中心举办，由两位志愿
者“带教”手工编织。指尖上的飞针走
线，收获了一票“粉丝”。

传统技艺仿佛一匹“黑
马”，以一种新姿态“闯”入中
青年群体的日常生活

翻开赵芳芳的微信朋友圈，像在
看一场编织作品展：时兴的日系渔网
手提包、绒线康乃馨、“多巴胺”色系的
绒线手袋……

38岁的赵芳芳是春日手工坊的志
愿者之一。每次搞活动，赵芳芳都要

“满场跑”。常有参与者叫她：“赵老
师，这个能教教我吗？”

其实，赵芳芳学习编织的时间
还不到半年。去年，她出于好奇和
对手工的热爱，参加了四平路街道
鞍山路 310 弄小区自治社团组织的
手工编织班，没想到去了一次就“上
头了”。“当时的第一反应是，太有意
思了，我要为它开个工作室！”赵芳芳
说，“我很认真地研究了一段时间，想
招募学员、请专业编织老师开课……
不过后来发现经济、时间成本都很
高，就算了。”

赵芳芳是保险人，工作繁忙，但好
在工作时间较为灵活。虽然编织工作
室没有开成，但是赵芳芳对编织的热
爱没有停止。现在，经过勤奋学习，她
完成了角色转换，从“徒弟”变成了“老
师”。每周，赵芳芳都要抽出大量时间
提前准备春日手工坊的活动材料、教
学视频、样图等，她乐在其中，“为自己
热爱的事努力，是很幸运的。”

“大家看到什么好看的样图和作
品，都会往微信群里发，有合适的，我
就下次活动教大家做。我的本职工作
已经做了 7 年，比较得心应手了。在
业余时间做做编织，和‘织友’们一起
交流交流，真的特别开心。”赵芳芳说。

跟赵芳芳一样，小美也是“一次上
头”。在第一次参加春日手工坊后，小
美回家“怒买”了三捆绒线和一套钩
针，苦心琢磨做出了一串毛绒挂件，还
拍照发到朋友圈“秀”了一把。自此，
她成为春日手工坊的固定成员，手机
社交软件里的常用搜索词也新增了

“手编教程”“编织入门”。

“之前看到社区微信群里发了这
个活动，我想培养点兴趣爱好就过来
试试，结果和想象中完全不同，好像打
开了‘新世界的大门’。”小美说。

作为传统技艺，编织仿佛一匹“黑
马”，以一种新姿态“闯”入中青年群体
的日常生活。

“每次进步一点点”，两
个半小时，只做自己

参与活动近一个月来，小美经常
自己琢磨编织技艺，如今对多种基础
针法都能如数家珍。“第一次活动之
后，我回家研究了很久，做出了这个简
易挂件。也许其他人会觉得丑丑的，
我却觉得很可爱。”小美笑着向记者展
示起挂在包上的初学作品，“短针、长
针、长长针、辫子针，现在我已经学会
了好几种。老师教得耐心，我也经常
私下自学，所以每次来，都能感到自己
进步了一点点。”

春日手工坊的另一位志愿者叫金
秀玉，与赵芳芳同龄，而且她俩是鞍山
路310弄小区编织班的“老同学”。金
秀玉曾是护士，如今为了家庭全职在
家照顾孩子。全职妈妈的居家生活并
不轻松，大多数时间被家务活、接送孩
子和各种琐碎事务占据。所以，编织
对金秀玉来说具有特殊意义。“人总想
拥有一些自己的时间。编织时，我是
沉浸式的，思考针法、材料，一门心思
集中在手中的两根针、一根线上，没有
时间想别的事。”金秀玉告诉记者。

如今，每周的春日手工坊活动，是

金秀玉和一众“织友”的“沉浸时间”。
桌上摆满了各色绒线团，丝丝线

线在指尖翻飞，销售人员、自由职业
者、全职妈妈……参与活动的居民职
业不同，各自过着不同的生活，到了春
日手工坊，却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编
织爱好者。她们达成了一种共识：这
两个半小时，全身心投入，将生活烦恼
抛诸脑后，只做自己。

共同的爱好，把这些曾经
擦肩而过、“点头之交”的居
民紧紧串在一起

推出春日手工坊，是基于日常工
作中的“发现”。

“社区睦邻中心里，最常见的是老

人和孩子，中青年群体最少，”四平路
街道社区公益基金会负责人孟海勤表
示，社区里存在一个就业灵活、时间宽
裕的中青年群体，他们也许是全职父
母，也许是自由职业者，但他们与社区
邻里的交流渠道没有被完全打开。“尤
其是一些长期居家的青年女性，社交
能量过少，缺少生活刺激，容易产生抑
郁情绪。”

于是，春日手工坊应运而生，主要
面向30－45岁中青年女性，希望用有
趣的手工活动吸引居民融入社区生
活，形成一个和谐有爱的大集体，鼓励
更多人积极参与社区治理。

“现在，不少‘藏’在社区中的中青
年女性送完孩子上学就来参加活动，
或者专门把周三安排成‘不工作日’。
她们渐渐找到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
的平衡点，在这个春天，发现人生新的
一面。”孟海勤说，后续，春日手工坊计
划推出更多手工艺课程，不断丰富居
民的“指尖之旅”。

桌子这头，小美正在编织，对面的
“织友”问，“这周末我要参加一场社区
公益活动，侬帮我化个妆，好伐？”小美
爽快应允，“我们之间关系都很好，她
们知道我以前是美妆师，偶尔需要我
帮忙化妆，当然没问题。”

高楼大厦不断崛起，城市面貌发
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邻里关系却不
再像以前这般亲近。在四平路社区的
这间小小活动室，共同的爱好，把这些
曾经擦肩而过、“点头之交”的居民紧
紧串在一起，她们互帮互助的“常态”，
成为睦邻社区的一个“取景框”。

“一存一取”，促成了社区资源的“再循环”，也促成了邻里间的“互通有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