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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11

    本报讯 （记者 孙

云）截至昨天，杨浦大桥
93街坊、97、98街坊旧改

意愿征询（下文简称“一
次征询”）同意率分别达

到 99.33% 和 98.16% ，
“一次征询”顺利通过，

正式拉开了两块基地旧

改征收的序幕。杨浦区
旧改工作克服疫情因素

影响，实现了复工复产
再提速。

大桥93街坊和97、
98街坊旧改征收项目是

今年杨浦正式项目中的
重点地块，均为建于解

放前的二级旧里以下房
屋，涉及建筑面积约

5.35万㎡，建筑陈旧，居
住环境差，涉及居民

1748产，居民要求旧改
的呼声非常强烈。

在“一次征询”启动
前，征收事务所完成了

居民基本资料收集，并
且对冻结范围内征收居

民、房屋进行了“地毯

式”上门核对，确保各项

数据符合要求。其中，大
桥93街坊征收范围虽然

不大，经初步摸底调查，
私房共182产，占总产数

的40.4%，私房共有产
比例很高，人户分离现

象也十分普遍，外借出

租户高达产数的一半。
经办人不仅需要将前期

收集的资料核对整理归
入件袋、输入“两清”资

料，同时要完成私房老
户籍、共有产权人的内

查外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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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木头人戴上积木口罩、套

上积木防护服、手拿积木喇叭、消
毒积木设备，讲述发生在上海地铁

里的温暖故事⋯⋯35岁的华建集
团室内建筑设计师江涛，最近创作

了一组别致的装置艺术作品，用几
个人偶和一堆积木，定格“一座城

的地铁战疫”。

灵感触发
江涛的设计灵感，源自地铁人

民广场站车站站长熊熊的一个想

法。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上海地铁
员工在众多高风险岗位上默默奉

献。“从站长、值班员到站务员、清
洁消毒人员，我们选了十多张真实

的工作照，呈现在党支部的微信公
众号里，定格动人画面，讲述感人

故事。”熊熊说。

受朋友圈一条图文并茂的微
信启发，她很快又有了升级版创

意———用手绘再现照片，感染力更
强。熊熊与华建集团团委书记姜凯

耀一拍即合，请出十多名专业设计
师。“华建集团为东方明珠电视塔、

浦东国际机场航站楼等标志性建
筑做过设计。特别期待，擅长画房

子的高手，能为我们地铁站贡献怎
样的佳作。”

几天后，熊熊收到了十多幅精
巧手绘，和一份意外惊喜：一组 18

件趣味盎然的装置艺术作品，巧妙
还原了照片里的故事。

《宣引》里手举喇叭的木头人，
是 1号线莘庄站资深站务员张少

华，“三三爱心通道”的创立者之

一。爱心通道设于 2008年，在第三
节车厢第三扇门旁，方便老弱病残

孕乘客候车。年过五旬的老张，依
然活跃在站台上，提醒乘客分散站

立、有序排队、上车扫码⋯⋯站如
松的姿态，几十年如一日。

《悉心》《相扶》两件作品刻画

了一对师徒：张黎鸣和薛鑫。同为
1 号线上海南站站的值班站长，

每天面对各地旅客，坚守服务一
线。黎明之前，“黎鸣”已到岗，耐

心回答乘客问询；步梯上，徒弟薛
鑫一手拉行李箱、一手搀扶拄拐

老人。虽是特殊时期，关爱没有距
离。

《逆行》生动再现了一对夫妻。

背影属于杨浦区中心医院护士王
剑琼，驰援武汉雷神山医院；她身

旁的是人民广场站值班员徐清峰。
面对疫情，她毫不退缩，留给丈夫

坚毅的背影；他用行动支持妻
子———在一线保障设备安全，回到

家照顾一双幼女。

充满惊喜
爱搭积木的江涛，第一次搭建

迷你安检机、屏蔽门、服务台、限流

栏杆、红外线测温仪⋯⋯他用的材
料，是普通小颗粒积木，以及宜家

家居常见的木头人偶———关节灵
活，适合拗造型。

《独处》里的木头人，穿了一整

套“防护服”，默念台词：“我很少有
时间独处，但愿这是最长的一次。”

白色口罩和防护服怎么固定到木
头人身上？江涛笑言，向读幼儿园

大班的女儿借了一些橡皮泥。
《致谢》没有照片模板，是江涛

有感而发———木头人右手在前、左

手在后，弯腰致谢。其实，更应该收
获感谢的，是所有坚守岗位的“木

头人”。
这些充满小惊喜的作品，不仅

现身微信公众号，还有望在上海地
铁博物馆展出，向更多人讲述“一

座城的地铁战疫”故事。
首席记者 曹刚

地铁站站长出点子 建筑设计师出作品

用积木讲述“一座城的地铁战疫”

■ 作品《分拣》 ■ 作品《悉心》

    这几天，关于东京奥运会的新闻，始终霸

占热搜前列。 前天深夜，终于官宣落定：2020

东京奥运会将延期至 2021年举行。

疫情全球蔓延，诸多赛事调整，为何就东

京奥运会迟迟不愿改变， 甚至直到各国奥委
会“逼宫”才最终做出决定？

国际奥委会的纠结其实不难理解。 一直
以来的经验是促使它做出如期举办这种决定

的原因之一———只要回溯历史就会发现，奥

运会的历史实际上就是一出与传染病、 高风
险危机较量的历史。

1964年东京奥运会开幕前夕，东京以外
出现了霍乱病例， 预防疫情蔓延成为当时的

重大课题。 1998年长野冬奥会期间又赶上流
感大流行，也曾一度引发担忧。近几年的奥运

会，开幕前夕也都曾面临不同的困难境地。温
哥华冬奥会举行半年前，甲型 H1N1流感进

入全球大流行， 如何参赛成为当时不少奥运
代表团纠结的事。里约奥运会筹备阶段，寨卡

病毒引发的担忧情绪给大会蒙上了阴影，高
尔夫和网球项目诸多巨星选择“退团”。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曾被记者发问：“奥
运会是否曾经面临今天这样的困难？”他的回

答是：“平昌冬奥会开幕前夕就面临着核武器
与导弹的威胁。 ” 巴赫的这段话或许可以理

解为，即便历经磨难，奥运会仍然延续到了今

天，也因此，不会轻易被外界所改变。

亲身采访两届夏季奥运会、 一届冬季奥

运会，对于奥运会的最深刻印象来自 2012年
的伦敦奥运会。 在伦敦， 我曾经辗转三列火

车，来到现代奥运会的发源地马奇·文洛克。

131年以前，在一个砖红色的小楼里，27

岁的顾拜旦和 81岁的布鲁克斯医生一拍即

合， 创办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想法由此诞
生。体育竞技与教育可以帮助人们增强体质，

预防疾病，这就是现代奥运会前身，文洛克奥
运会所倡导的。

体育的快乐是什么？ 对于布鲁克斯医生
来说， 是健康的体魄， 是人人平等的竞争机

会。 因为这个梦想，他创办了文洛克奥运会。

因为共同的理念， 顾拜旦将这个乡村运动会

发展成今日的奥运会。

民生、民众、民乐，这些是体育运动的基

础；更高、更快、更强，奥林匹克之魂的基础是
运动员本身。 抛弃“金牌至上”，推崇“以人为

本”， 一届届的奥运会， 体育纯粹精神不会
变———体育，本就该赋予人健康的体魄、自信

的心灵。奥运会的举办与否，更该从关爱运动
员健康，降低参赛风险出发。

东京奥运会，我们 2021再见！

奥运会的斗争史 厉苒苒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昨天，上海市政

府、上海警备区通过视频形式召开 2020年人
民防空工作会议，推动上海人防转型升级和

高质量发展。记者从会上获悉，上海民防应急
避难能力不断增强，目前已建成应急避难场

所 108个，市级人防疏散基地 1个，民防宣教
基地 37个。

据介绍，2019年，上海瞄准实战需求，加

强人防战备和人防救援力量建设，人防专业

队伍与信息网络、心理防护、引偏诱爆、无人

机支援等新型力量结合，市区两级民防救援
队伍落实联训联动，人防新质战斗力加快形

成。坚持平战结合，融入城市建设，防护工程
体系不断完善。开展公用民防工程安全排查

和风险评估，老旧民防工程治理改造加快推
进。民防工作还积极服务群众，推进社区民防

建设。上海市副市长汤志平，上海警备区副司

令员王文立出席会议。

上海建成应急避难场所108个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