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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 24日下午 1时许，艳阳

高照。位于城南新区的莎车县综合
福利中心里，随处可见欢乐的景

象：老人们坐在葡萄长廊里悠闲地
聊天；几个年轻人站在凳子上，正

往外墙上刷卡通图案；小朋友则在
老师的带领下，开心地嬉戏⋯⋯

毕业想当好老师
艾散江今年 19岁，刚参加完

高考。这个维吾尔族小伙两年前来

到福利中心时，学习成绩还很糟

糕。“中心的老师就像家长，很关心
我们。这里不仅提供校服和学习材

料，每个月还有 100元补助。”最让
人感动的是，老师们慧眼识珠，发现

了他的绘画特长。“他们把我的画贴
在宿舍墙上，平时也会指导我。”如

今小伙子的愿望是考取新疆艺术学

院，毕业后也能当个好老师。

暑假报个舞蹈班
12岁的维吾尔族女孩苏日衣

见到陌生人有些害羞，尽管年龄

小，但她来福利中心已有 4年。“我

是小学二年级来的，当时不习惯，觉
得一切都很陌生。但这里的老师对

我很好，慢慢地，我就喜欢上这里
了。”小姑娘的普通话说得很标准。

她对来这里度过的第一个六一国际

儿童节印象最深。“以前的儿童节一

点儿也不热闹。”她说，“在这里，小
伙伴们会表演诗歌朗诵、快板、舞蹈

等节目，有上海来的叔叔阿姨给我
们送书包、文具等礼物。”放暑假了，

福利中心为孩子们开设各类兴趣

班，苏日衣早早报了舞蹈班。“我最

喜欢跳舞了！”小姑娘笑着说。

找到老伴真幸福
莎车县委副书记、上海对口支

援新疆工作前方指挥部莎车分指

挥部指挥长陈剑介绍，综合福利中

心占地面积 2.3万平方米，是上海
浦东援建的“交钥匙”项目之一，具

备养老、助残、抚孤三大功能。“莎
车县是喀什地区的人口大县，孤寡

老人和孤儿数量远超其他县市。这
一项目，将持续给莎车县老人以最

大温暖，给幼儿以最柔软呵护。”

60岁的吾斯曼·吐合提 2016

年 7月住进福利中心。他没有孩

子，晚年孤独的生活让他倍感凄
凉。“我原先的房子一到冬天就漏

风，家里什么都没有，几个月都没
法洗一次澡。”四年前的盛夏开始，

一切都不一样了。他住的房间明亮
宽敞、冬暖夏凉，天天都有可口的

饭菜。老人笑着告诉记者：“这里三
餐定时，还不重样，卫生条件也

好。”就在去年，他在福利中心找到
了可以陪伴自己安享晚年的老伴

吾日尼萨·肉孜，两人热热闹闹地

举办了婚礼。“民族团结好！民族团

结好！”老人不停重复着。

本报记者 郜阳 陆常青

    在莎车县综合福利
中心，上海援疆干部用
心用情书写让当地群
众满意的答卷

一老一小呵护备至
温情跨越千山万水

■ 中午时分，福利中心的年轻人在墙上挥笔作画 郜阳 摄

    现在，走在申城大街上，随处

可见人们用智能手机刷朋友圈、看
微信，任意切换文字、语音和视频

通信，这，在40年前是想都不敢想
的生活。从书信、电报到固定电话，

从BP机、移动电话大哥大再到智
能手机，通信条件的改善从一个侧

面展现了百姓生活的巨变。

发电报惜字如金
在靠写信联络的时候，要想快

速传递信息是一件非常“奢侈”的

事情。寄一封信去外地，要几天甚
至十多天，对方才能收到。那遇到

急事怎么办？可以发电报。
“这里是1921年丹麦大北电报

公司在外滩建造的电报大厦，建筑
本身就是上海电信业百年最佳见

证。”上海电信博物馆首席讲解员
叶萌华说，“在我们收藏的电报纸

上，无论哪个年代，字数都很少，大
多只有两个字‘速回’或者‘速归’。

因为当年发电报按字计价。新中国

成立之初，电报发一个字的价格，
相当于16斤大米或30个鸡蛋！”

如果说发电报对许多80后来
说还十分陌生的话，那么提起“大

哥大”，不少人还能回想起那块“大
砖头”，在上海电信博物馆，有各代

移动电话实物。叶萌华指着20世纪

90年代的手持式移动电话说：“当时
移动电话只有一个型号，就是摩托

罗拉8500型。体积大、分量重（776

克），包括购机费、初装费、入网费和

开户费要21800元。那时大米1角7分
1斤，一部手机可换15万斤大米。”

电话亭不断创新
在上海电信博物馆中，有一个

上世纪80年代上海弄堂口的公用

传呼电话亭模拟场景，让不少游客
驻足，回忆起从前的时光。

“1952年12月1日，上海电话公

司刊登公告，上海全面开办公用电
话传呼业务。从这天起‘家家户户，

皆可传呼’，电话也转向主要为百
姓服务。”叶萌华说，上世纪80年

代，上海弄堂口的公用电话亭几乎
成为“标配”，“与此同时，市民打长

途电话也方便了。在外地打到上海

的传呼电话，由上海长途台话务员
通知传呼站，传呼站阿姨爷叔再叫

来受话人接听。”
改革开放后，上海公用电话得

到巨大发展，话机种类从普通电话

到投币电话、磁卡电话、IC卡公用

电话。上世纪80年代，有机玻璃材
质电话亭开始在上海街头出现。如

今上海的电话亭还在不断创新：

2003年初，上海电信在街头设立信

息公话亭，可以打电话也可以查信
息。今年，上海街头的许多公用电

话亭变身5G微基站，助力实现上
海市区5G信号“无缝”覆盖。

新时代万物互联
在固定电话还未普及的上世

纪八九十年代，寻呼机的增长速度

令人惊叹。每逢过年，特别是除夕

夜23点以后，是迎新年黄金一小
时，人们都通过寻呼短信拜年。

“1983年，上海在南京东路七
重天宾馆设无线寻呼中心，配置音

响传呼机（无显示屏）100只供用户
选购入网。同年免费提供给在上海

举办的第五届全国运动会试用，有
用户30余户，服务半径25公里，在

我们博物馆中，就有上海最早使用
的无线寻呼机。”叶萌华说，“1990

年开始的中文寻呼把寻呼业务推

向新的高潮。BP机不仅见证了通
信的发展，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录。”

智能手机横空出世，代表通信
业从见字如面进入万物互联时代。

在中国，第二代移动通信系统仅用
10年时间就发展用户近2.8亿，超

过了固定电话用户数，成为世界最
大移动经营网络，而第四代移动通

信以 WLAN技术为重点，更是实
现了图片、视频高清高速传输，为

消费者带来全新的通信体验。

去年 10月 31日，三大运营商

正式启动 5G商用。这意味着普通
用户也能真真切切感受 5G速度。

展望未来，随着 5G蓬勃发展，将

诞生更多新的应用场景，赋能经济
发展与美好生活。首席记者 方翔

从“想都不敢想”到“随处可见”
电信巨变让百姓生活越来越美好

“一老一小”是最重要的
民生。近年来，上海将养老和
托育两张民生“大网”织得更
细更密。对一老一小呵护备
至，彰显着这座城市的温情。
跨越千山万水，上海援疆干
部们将这份温情带到祖国边
陲的新疆喀什地区。在集敬
老院、儿童福利院和残疾人
康复中心于一体的莎车县综
合福利中心，上海援疆干部
正用心书写一份让当地人民
群众满意的答卷。

荨 上世纪 80年代，上海弄堂口的传呼站

▲ 纵横制电话交换机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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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生活博物志

    2020年上海市夏季人才招聘

会暨高校毕业生面洽会传出新闻：

顺丰速运摊位前迎来不少大学生，

甚至还有名校研究生。 虽说招聘的

是“储备干部”，但都有3至6个月的
基层收派员锻炼。 让研究生送快

递，是浪费人才吗？

在人们印象里，研究生是高学
历人才，而快递员似乎和人才挂不

上钩。不过，95后快递员李庆恒，能

背出全国各地邮编、 城市号码、航

空代码，12分钟内能在电脑上完成
19票件派送路线设计，在浙江省快

递技能大赛中夺冠，最近获评杭州
市高层次人才。他，是不是人才呢？

快递是物流业重要一环。我国

快递业发展迅猛， 多家企业已上

市，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做大做

强，企业求贤若渴。刚走出校门的

大学生往往“眼高手低”，如果不了

解基层情况，走上技术型管理型岗

位也难有大的作为。顺丰在打通职
业发展空间的同时，让所有新进大

学生、研究生都到基层去摸爬滚打
几个月，其实是一个高明的做法。

明知要日晒雨淋送快递，不少

高校毕业生还愿意应聘，同样值得
点赞。 他们有的看好物流业发展前

景， 已做好吃苦准备， 愿意尝试挑

战；有的放弃国企选择民企，希望找

份“有压力”的工作。还有一点很重

要，快递企业的薪资不低，甚至超过
普通白领岗位，不妨干起来再说。

相比公务员、事业单位，民营
企业、初创企业的岗位似乎不那么

安稳，而且要辛苦得多。 是选择安
安稳稳度过职业生涯，还是不断接

受挑战赢得属于自己的精彩？相信

研究生送快递的新闻，能给正在求
职的大学生以启示。

研究生送快递，

是浪费人才吗？

邵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