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样春节红
    “哪边是日寇，哪边是浦南先

遣队？”近日，在金山卫抗战遗址纪
念园内的抗战史料馆，讲解员沈萍

正站在清帝庵战斗的模型前，向一

群海棠小学的小朋友介绍这场激烈
的战斗。

参观完抗战史料馆，沈萍带领
小朋友们来到金山卫城南门侵华

日军登陆处遗址纪念地紫砂雕塑
《历史见证》前，“大家认识这几个

数字吗？”小朋友们目不转睛地看

着数字雕塑，大声地说出了
“193711”，雕塑矗立在面前，让小

朋友们感到很震撼但也一脸迷惑。
沈萍解释，这几个数字寓意侵华日

军在金山卫登陆这一事件所发生
的时间是 1937年 11月，数字上的

许多斑斑坑坑和铁链，象征当时被

日军强行控制的当地乡民遭到集

体枪杀；围着带刺铁丝的基座，既
寓意着这里曾是南门日军杀人刑

场，也象征当年大片的国土被侵华
日军强行占领。

8?的李永康听得很认真，他
告诉记者，他是第一次来红色场馆

参观，学到了很多历史知识，不能

忘记国耻，感到很有意义。”站在他
身边的妈妈胡家芳也很认同，“这

次是家长自发组织的小队活动，带
他们来参观学习，让他们看到先烈

为我们的付出，以后应该更加努力
学习，不要那么娇气了。”

根据不同的人群运用不同的
讲解方式，是沈萍特别注意的，“针

对年龄较小的参观者，要多一些互

动，多提问，很多专业术语他们听
不懂，主要还是让他们知道金山有

这样一个点是当时日军登陆的地

方，登陆的时间是什么，这里曾经发

生过什么事情。”而对于接受能力更
好一点的青少年和成年人，沈萍会

更侧重于发掘，通过讲述能引起大

家共鸣的故事来互相探讨，能让他

们认真思考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认识到今天的生活得来不易。

作为金山卫人，沈萍小时候住

在金山卫镇联丰村 8组，与其隔一

条马路的联丰村 7组有一个杀人
塘，沈萍说：“小时候只是听说是日

军登陆的地方。来到这里工作后，
发现展现‘十月初三惨案’的大型

紫砂浮雕壁画上的‘水塘陈尸’就

发生在自己小时候玩耍的地方，因

此讲解时感觉就是讲发生在自己
身边的事情。”

“认真做能把事情做好，用心
做能把事情做出色”，沈萍表示，一

名优秀的讲解员，不光要有流利的
语言表达能力和相关知识，同时还

应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及丰富的

人文内涵。她希望本着从历史出
发，以讲解为形式，以自己对家乡

的这份热爱，去感染每位观众，让
更多的人来了解金山的这段历史，

感受革命先烈的抗战精神。

本报记者 屠瑜

    今年春节，“就地

过年”改变了人口流动
规律，也给节日安保带

来新的挑战。
昨夜今晨，上海警

方启动高等级勤务，5
万余名公安民警坚守

岗位，战疫情、防风险、

保安全、护稳定，确保
城市运行平安有序。据

统计，截至今天零时，
全市未发生有影响的

刑事、治安案件，未发
生重大火灾、交通事

故，连续 6年实现烟花
爆竹禁放区域“零燃

放”目标。

“啄木鸟”挑隐患
昨天上午 10 时

许，徐家汇商圈各商厦

顾客盈门，不少人举家
前来采购年货。徐汇公

安分局徐家汇派出所
民警许斌已提前做好

安全检查，督促商场落

实好疫情防控、消防安
全和人员密集场所安

全管理措施。
“这个商场入口和

地铁相连，测温、检码
就要增派人手，不能让

人流聚集。”“这个广告
灯箱的电线露出来了，

容易绊倒人，再用胶布
固定一下。”许斌就像

只啄木鸟，把每一处安
全隐患挑了出来。

平衡豫园客流
豫园，是上海最有

年味儿的地方之一。璀

璨夜景美轮美奂，九曲桥前人流
如织。

无人机、感应点、移动警务
车，智慧感知、大数据研判，黄浦

公安分局豫园派出所民警昨天

全员上岗。指挥室内，值班民警

不时切换画面，实时查

看商圈内人流动态，一
旦发现有客流饱和，第

一时间采取疏导管控
措施。“科技+人力”，

构成一张无处不在的安
全网。

“天雨路滑，注意脚

下安全，人群中请戴好
口罩，不要长时间停

留。”伴随着民警的哨
声，九曲桥上的人流始

终井然有序。

管控烟花爆竹
“现在有一种叫‘仙

女棒’的冷烟花，点燃后

火花飞溅，容易引发火
灾，严重的还会伤人，请

大家多多留意……”
昨天，静安公安分

局江宁路派出所民警周

雅萍来到居委会，带领
志愿者走上街头和社

区，开展烟花爆竹管控。
昨天深夜，市公安

局治安总队治安管理
处民警顾梅妮仍然驾

车行驶在申城街头。下
一站，是她此行的第 8

家派出所、第 21 个社
区。马不停蹄，只因身

负烟花爆竹管控督导
职责，还要对居民区消

防通道、楼宇安全出
口、消防器材配备进行

抽查，及时发现督促整
改消防隐患。

车上播放着一段
音乐：“在茫茫的人海

里，我是哪一个；在奔
腾的浪花里，我是哪一

朵……”这是顾梅妮最喜欢的

歌，也是 6万多上海公安将士共
同的心声。喜庆祥和的背后，是

无数人默默守候。
本报通讯员 方 培
首席记者 潘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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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除夕。夜 11时，浦东新区

城运中心依然灯火通明。指挥中心
的大屏幕上，区域路网交织，景区、

隔离点、长途客运站、在建工地，各
点位信息一目了然……这是本次节

日期间浦东新上线的“春节保障”专
属模块。

“一网统管”勾勒出“生命体”的

肌理脉络，保障城市平稳运行。昨夜
今晨，数十名工作人员坚守在岗，24

小时轮班不停歇。一城百姓阖家团
圆的背后，有这群“守夜人”默默守

护。浦东新区城运中心科技信息部
负责人蒋彬就是其中一员。

“春节保障”模块上线
昨天上午 8时不到，蒋彬与技

术团队就已在岗。这是他们的常

态———每每遇到节假日等特殊时间
点，就是最忙碌的时候。

这两天，“春节保障”模块全新
上线。“根据不同主题融入不同场景

应用，是我们的一大特色。”蒋彬告

诉记者，今年与以往不同，许多人选
择留沪过年，为此“大客流”就成为

今年的关注重点。
大型活动信息、区域交通信

息、景区实时流量……体征数据实
时刷新。“我们还引入建交委的春

运交通场景，从体征数据可以看到
客运站、地面公交等相关客运流

量，也可以查看当天长途客运站的
班次情况。”蒋彬告诉记者，他们还

主动提供技术支撑，在浦东新区 4

个客运站点安装了 8 路智能测温

监测设备。
疫情防控更是这次春节保障的

重点。浦东新高苑一期小区 2月 4

日被列为中风险地区，不过，在隔离

中过年的居民们并不孤单。在他们
看不见的地方，有许多人默默守护

陪伴。“当天，我们已经将小区公共
区域与周边视频全部接入到区城运

平台，属地镇也部署了单兵，与我们
保持对接，实时掌握情况。”蒋彬告

诉记者，“今天我们在连线中看到，

居民生活一切正常。”另外，全区集
中隔离点的分布情况一目了然，点

击图标，即可查看入住情况。
昨天上午 10时许，在紧密的监

测中，蒋彬发现远程视频系统出现
图像声音不同步的现象。紧急联系

技术团队排查解决后，赶在中午前

完成修复。“这些不起眼的小问题，
一旦有突发事件时就会被放大，因

此要及时做好保障。”
作为技术人员，蒋彬他们的工

作往往隐藏在数据背后，是城市运
行的“隐形”守护者。“但城运中心需

要我们，老百姓也需要我们。顾小家
更要顾大家，这是我们作为城运人

的初心和使命。”

食堂里解决年夜饭
“你那边怎么样？哎，我忙死

了。”下午 16时 35分，蒋彬终于抽

出空来，给妻子发了一条微信。那边
很快发来两张照片：饭桌上各色菜

肴满满当当，是一顿丰盛的年夜饭；
又发来一句话：“唯独少了你。”

“还好小年夜早点回家，去岳父

岳母家吃了一顿团圆饭。”其实，蒋
彬所说的“早点”，已经是晚上 9点。

知道除夕夜不能一起吃，家人们都
等着他。

昨夜，蒋彬的年夜饭与同事们

一起在食堂解决。餐盘内，叉烧、烤
鸭、虾仁跑蛋……“虽然吃的比较简

单，但大家其乐融融，氛围很融洽。”
蒋彬好几年没回家吃年夜饭

了。1984年出生的他已经是城运中
心的“老将”。2016年，当新区刚刚

提出要建设城市大脑时，蒋彬就临

危受命加入了技术组。之后也全程
参与了浦东城运系统“一网统管”的

开发建设。几年来，浦东新区的城市
大脑从“1.0”升级为“3.0”，蒋彬也从

昔日的“门外汉”逐步成长为技术业
务都精通的综合人才。

也是在这几年里，他的家庭经
历了不少坎坷：2016 年孩子出生，

11个月后便患病动了手术；2019年
7月，妻子住院开刀，那也正是浦东

城市大脑“2.0版”上线前不久；2020
年 10月，妻子再度患病住院……

工作在浦东，家住宝山，医院在黄
浦，那段时间，蒋彬总是尽可能挤

出时间来回往返。“春节也好、日常
也好，坚守是我们的工作常态。其

实对家人真的很亏欠，也很感谢他
们的支持。”

除夕即将结束，一切平稳有序。
深夜 12时，记者离开城运中心。这

座城市在宁静祥和中迎来了牛年的
第一天。 本报记者 杨洁

城市运行“守夜人”守护阖家团圆
“春节保障”模块全新上线确保申城平稳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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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自己对家乡的热爱，去感染每位参观者
金山卫抗战遗址纪念园讲解员沈萍生动讲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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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夕夜，浦东新区城运中心内仍灯火通明
首席记者 萧君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