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今天一早， 乔勇进在看新摘
的草莓在保鲜实验里表现如何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不能返回老家
却有温暖新家
留沪环卫工收“新年礼物”

乔迁之喜冲淡浓浓乡愁

    今天 0时 0分，伴随着清脆的啼哭声，

黄先生夫妇的爱女“果果”出生了，体重
3180克。作为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的第

一位“牛娃”，“果果”收到了医院送上的“三
件套”春节礼物———一张印有宝宝小脚印、

写着导乐和接生助产士签名的宝宝纪念
卡；一张印有一妇婴助产士花卉原创设计

的剪纸风作品的新春贺卡和一个粉色的小

牛公仔。
在一妇婴东院产房，凌晨 1时 05分，第

一位“牛娃”也来到这个世界，也是一位妹
妹。刚刚升级为新手爸爸的缪先生非常激

动，连连称赞妻子杨女士很勇敢、了不起。他
说，宝贝女儿的名字叫“汐语”，与今天的场

景特别有呼应：“除夕夜我送夫人到医院待
产，天上正好飘着小雨，加起来正好是一个

‘汐’字。‘语’呢，就是祝福。希望我们这个
‘牛宝宝’在新的一年能够给大家带来新的

祝福。”
本以为和往年一样，沪上“牛娃”们会接

力诞生，但或许因为“牛娃并不好当”，沪上
几家妇产科医院的产房纷纷陷入了“僵持”，

产房外的准爸爸们也比往年有了大幅减少。
截至今晨 8时，中国福利会国际和平妇幼保

健院和复旦大学附属妇产科医院分别迎来
了 3位“牛娃”。

凌晨 3时 35分，一名漂亮的女宝在红
房子医院杨浦院区产房诞生，妈妈小颖来自

江西南昌，39岁，属于高龄产妇，这次迎接
的是家里的二宝。丈夫说，因为大宝尚且年

幼需要照顾，所以生产前小颖和丈夫商量由
导乐全程陪产。从宫缩见红到宝宝顺利诞

生，红房子助产团队贴心?到的服务也让小

颖在分娩中倍感温暖。

“除夕的白天很忙，生了十多个，晚上
倒是不多。不过这也符合生孩子的特色，说

发动就发动，急不来，也藏不住。”复旦大学
附属妇产科医院的产房里，徐常恩主任医

师说。他来到红房子医院 20多年，经常轮
到春节值班，前年、去年、今年的除夕，都是

他值班。这位“老朋友”心态很好，穿着女儿

为他画上图案的工作鞋，一直笑眯眯的。
“医院的除夕，和往常其实没什么不同。作

为产科医生，节日多半要在忙碌的工作中
度过。”

今年 30岁的小米在新年钟声敲响前生
下了她的宝宝，她和丈夫都是医务人员，原

本以为会迎来牛宝宝，然而在小年夜，怀孕

不到 36?的小米胎膜早破，一个 2540g的
男宝踩着鼠年的尾巴来到了她身边。新生命

的到来总是令人喜悦的，母婴平安始终是产
房里每个人的愿望。“虽然没有成为跨年的

第一个宝宝，但是只要平安健康，比什么都
好。”小米的丈夫说。

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许多医务人

员选择今年不回老家过年。45岁的张阿姨
老家在江苏淮安，她 2017年来到红房子医

院，平日里的工作是负责照顾待产室里孕
妇的生活需要。这次，处于疫情防控的需

要，张阿姨选择留在了上海，“我心里特别
挂念家里的老人，希望疫情结束的时候能

回家看看他们。”

95后助产士小陈来自浙江，从 2016年
参加工作以来，每年除夕几乎都是在工作中

度过，今年又是一个“原年人”。“刚好排班轮
到，春节在岗习惯了。”说到和同事们一起享

用的年夜饭，小陈有些激动，“我们团队有 7

个助产士，大家都会从家里带好吃的菜过

来，医院也会为我们准备丰盛的晚饭。”

昨晚 11时，院长徐丛剑如约拎着一大
袋“红牛”来到杨浦产房。“小店都被我买空

啦！”这是他每年的保留节目，已经坚持多
年。之前，他已经在黄浦院区陪着大家吃了

简单的年夜饭。
每年除夕，在新生命的啼哭中迎接新的

一年，已经成为产房里最温暖的坚守。受到
疫情、生育意愿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分娩数

有了一定程度的下降。望着略显冷清的走
廊，徐丛剑不免有些担忧，“大环境不好，大

家都不想生了，生育率下降，未来出生人口
一定会更少。”

近年来，身为院长的徐丛剑特别关注生
育率下降的问题。他说，从妇产科学和生理

角度考虑，23-28 岁年龄是生育的最佳时
期。许多育龄期妇女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人为推迟了生育年龄。很多人觉得 30多岁
结婚不晚，38岁生孩子也不算什么。但每代

人生育年龄都推后五年八年，不仅带来整个
社会的人口老龄化，也大大增加了不孕不育

症的发生几率。徐丛剑说，婚育夫妻要尽早
安排生育计划，转变“晚婚晚育”观念，在最

佳生育年龄进行孕育不仅能够提高生育质
量，还能够让孩子在最佳环境下成长。

本报记者 左妍 郜阳

“牛娃”“掐着秒表”来报到
深夜产房依旧温暖忙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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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 1:05?生的牛年宝宝和宝妈与医护人员一起合影

    牛年第一天破晓，城市还在沉睡，荣庆

艳已起身，赶在上班前将屋里又收拾了一
遍。给床头的水仙换水，将窗花贴贴正，温馨

的小屋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荣庆艳和汪为兵都是上海日盛环境保

洁服务有限公司员工，妻子荣庆艳在徐汇滨
江开机扫车，丈夫汪为兵在天平班组收运餐

厨垃圾。这个春节，他们虽不能回安徽老家，

却有温暖的新家———入住位于石龙支路的
“徐汇区环卫职工之家”。与他们一起收到这

份“新年礼物”的，还有另外 44名徐汇区环
卫工人。作为留沪的城市“原年人”，乔迁之

喜冲淡了浓浓乡愁。

有热水 网通畅
一起吃个年夜饭

“妈妈，看，这就是 98K！”视频中，小儿
子宇轩举着玩具枪咧嘴笑着，这是荣庆艳专

门寄回去的新年礼物。娃和家乡，虽远也近，
就在屏幕那一边，仿佛触手可及。

“新家的无线网络特好，不像以前那屋，
断断续续的。我和儿子每天都要视频。”荣庆

艳说。搬家前，夫妻俩住东安四村，每月房租

1800元，房间小得只够放张床。知道可以申
请公租房后，他们赶紧填表，终于在春节前

如愿入住。

如今的房间，至少比以前大一倍，卫生

间、厨房配备齐全，窗帘和床上用品清新素
雅，热水 24小时供应，比起以前“洗完头发

就没热水洗澡”的旧屋好太多了。关键是，房
租才 800元，丈夫因为去年获评公司先进员

工，房租还能再降一些。打开冰箱，公婆已寄
来了咸鸡、咸鸭等美味，两人又去超市置办

了些年货。这一层都是公司同事，以前各自

住，如今住一起，房间也大，大家商量着拼几
张桌子，每家准备几个菜，年夜饭一块儿吃。

“春节照常上班，休息时可能会去附近
超市逛逛吧。”荣庆艳笑着说，“毕竟疫情有

些反复，不能给国家添乱。我们想着，等明年
春节，再把孩子接来新家团聚。”

分三地 享清净
除夕吃上暖心餐

在 2楼，日旭环境保洁服务有限公司的
孙启龙和孙启权兄弟俩，也在布置新家。不

同于“夫妻间”的大床，“兄弟间”是一张上下
铺。两人来自安徽六安，往年腊月二十七八

就会踏上回乡的旅途，在大巴上颠簸七八个
小时后，就能见到一大家子兄弟姐妹，40多

口人热热闹闹过个年。

今年，孙启权待在上海，妻儿在苏州，与
家乡亲人“分隔三地”，只能靠视频缓解思乡

情。孙启龙则会去浦东与妻儿孙子们吃个年

夜饭，再赶回公租房睡个饱觉，年初一凌晨
起床上班。“环卫工作比较特殊，一天都不能

停，不然谁去车垃圾呢？”他们说。
对于新家，兄弟俩觉得最大的好处是清

净：“我们是虹梅保洁队清运班的驾驶员和
跟车工，凌晨 2点上班，1点起床洗漱，难免

会影响合租房客。人家晚上下班，也会吵到

我们睡觉。现在这儿很安静，每天能多睡 20

分钟，睡眠质量也高了。”

疫情，阻挡不了亲情和关爱。还没到春
节，亲人们已“投喂”给兄弟俩满满一大箱自

制的腊味，“腊鸡、腊鸭、羊肉、咸鱼……我们
家乡过年喜欢吃这些，够我俩吃上小半年

呢！”此外，公司也为留沪职工定制了 600多
份“除夕暖心餐”，包括五荤两素一汤和水

果。能尝到家乡的味道，再加上社会各界接
连不断送来的年货、大礼包，这个留沪的特

殊春节，兄弟俩很满足。

住新房 得关爱
留沪过年不孤单

1月 29日迎来首批成员的“徐汇区环卫
职工之家”，处处透着对环卫工人的关爱。公

共客厅色彩和谐，“职工书屋”墙上贴着大家
的照片，带来“家”的归属感，楼道里扎着缎

带的甘蔗，平添了乔迁及新年的“仪式感”。
徐汇区绿化和市容管理局介绍，环卫职

工之家建于去年 10月，是全市首个为环卫

工人设计、新建并定向供应的租赁住房项
目。190套住房分别由日盛、日旭、日华三家

徐汇区环卫企业承租。针对区内今年“就地
过年”的非沪籍职工，区绿化市容局节日期

间开展“一杯热茶送到岗，一个礼包表关怀，
一顿年夜饭聚真情，一份倡议抓防疫，一次

走访暖人心，一场电影同欢庆，一个新‘家’
齐欢聚”活动，让“城市美容师”安心留沪，体

验不一样的年味。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