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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假期“做六休一”
恼人的小雨，从除夕夜开始就

下个不停。尽管如此，彭苗苗还是

将清洁车开上了路，顶风冒雨对道

路进行巡回保洁。

彭苗苗是徐汇环卫公司滨江班

组的驾驶员兼路段长，除夕到年初

七的春节假期中，她仍然按平时“做

六休一”的排班，坚守在自己负责的

路段。今年34岁的她来自安徽滁

州，在徐汇环卫工作已有六七年

了。不仅是她，她的丈夫、公公也都

是徐汇环卫公司的一线员工，是名

副其实的“环卫家庭”，三人都租住

在石龙支路的徐汇环卫职工之家。

“我多个春节没有回过老家

了。前几年都是就地过年，2020年

到2022年因为疫情也没回去。今

年终于可以回家了，但我们假期也

没几天，商量之后决定把正在放寒

假的孩子们接来上海过年。”彭苗苗

说，有些岗位的同事今年决定回家

过年，但大多数人仍然坚守岗位，班

头匀一匀，仍然能保证正常清扫。

同样来自徐汇环卫公司的祝耿

是虹梅清道班班长，在他的记忆中，

自己已经多年春节没有回过老家江

苏泰州了。不仅如此，作为班长，每

年除夕那天的中午，他还要张罗班

组成员的“年中饭”，年初一则要在

班组里买点瓜子糖果水饺，举办一

个简陋但温馨的茶餐会。

公司关爱暖意满满
虽然不能回老家团聚，但新春

的欢乐温暖并未缺席。在彭苗苗和

祝耿的记忆中，每年春节，公司都会

为坚守岗位的职工们，带来暖意满

满的关爱行动。

“这几年，公司为我们的年夜饭

动足了脑筋，每年都会给我们发很

多预制菜。今年菜特别丰富，有黄

金牛肉饼、老上海酱鸭、本帮糖醋里

脊、川香扇贝柱、蒜香肋排等等。我

们家三个人，就收到了三份，吃到正

月里都吃不完。”彭苗苗笑着说。

不仅如此，今年的年夜饭挑选过

程中，为了贴近外地员工的口味，还

特别增加了一道“试吃尝菜”环节。

彭苗苗还记得，早在去年10月，公司

就邀请部分职工代表去尝菜，将备选

的预制菜烹饪好端上桌，每位代表手

拿一份清单，在认为好吃的菜品后面

打钩，按得分高低来挑选。“特别贴

心，特别民主。”彭苗苗说。

最特别也最令人期待的，要数

新春游园活动了。环卫工人每天都

在为上海的美丽而付出，但很少有

时间去逛逛身边的美景，因此公司

每年都会组织“新春游园”活动，让

“城市美容师”穿上漂亮衣服一起逛

公园。上周，彭苗苗、祝耿和同事们

穿上了喜庆的唐装马褂，来到桂林

公园“白相”，大家互相拍照、打卡公

园冬日美景，仿佛回到儿时过年穿

新衣逛公园的时光。“去年公司给我

们提供了汉服，今年是唐装马褂，很

开心！”彭苗苗说。

留沪职工归属感强
徐汇环卫公司晶貌分公司副经

理茹佳琪告诉记者，徐汇环卫公司

共有2943名员工，其中外来务工人

员有2018名，今年有1709名员工春

节期间留沪坚守岗位。“今年是我们

开展留沪职工关爱行动的第三年，

公司为大家定制了人均400元标准

的预制菜，工人们普遍反馈今年的

菜品多了，口味也好。”茹佳琪表示，

关爱行动还包括新春游园、一封家

书等，从各方面让留沪职工安心在

上海工作，给职工们带去家的归属

感，慰藉大家的思乡情结。

记者从徐汇区绿化市容局获

悉，今年区局继续开展“六个一”留

沪职工新春关爱活动，包括“一封家

书表感谢、一副春联送祝福、一场游

园赏美景、一次走访暖人心、一个防

疫小礼包表关怀、一份年夜饭大礼

包赠真情”。通过这些活动，向全体

环卫职工一年来的辛勤工作表示感

谢，希望让外来建设者在沪度过难

忘的春节。

同时，全市各区的绿化市容部

门也都通过不同形式，向留守的环

卫一线职工表达关爱。比如，浦东

区管城市道路保洁养护人员在岗率

超80%，区管公厕条线在岗率达

94%。为了感谢环卫工人为城市干

净整洁付出的辛勤劳动，浦东市容

环卫管理部门积极发动道路保洁养

护单位，为3000余名环卫工人准备

了食用油、大米、年糕、海鲜等年货

大礼包。写福字、写春联、包饺子、

理发……一系列活动让大家感受到

了暖暖春意和浓浓年味。

本报记者 金旻矣

绿化市容部门为留沪坚守岗位环卫员工送上浓浓关爱

“城市美容师”新春游园赏美景
今天是年初二，天

刚蒙蒙亮，上海各区的
环卫工人就带上保洁
工具，走上还在沉睡中
的大街小巷开始工
作。正如一年中的其
他日子一样，春节期
间，这群“城市美容师”
们风雨无阻坚守岗位，
用辛勤的汗水守护着
城市的整洁美丽。而
绿化市容部门也通过
各种方式，让留沪城市
建设者感受到暖暖春
意和浓浓年味。

■ 徐汇环卫公司工人边游桂林公园，边听工作人员讲解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淅淅沥沥的雨不停，但对于刚

升级“二孩妈妈”的章女士和丈夫来

说，心情有些激动。昨天是农历正

月初一，章女士水中分娩喜获一名

男宝，成为了长宁区妇幼保健院的

首个“兔宝宝”。今天，新手爸爸就

获得了特别的“新年礼物”——一件

特制“袋鼠衣”。爸爸穿上“袋鼠

衣”，小家伙像一只小袋鼠一样趴在

爸爸温暖的胸膛上，安静地睡着了。

同样水中分娩的王女士，于节

前收获贴心“小棉袄”，是“老虎尾

巴”，丈夫黎先生也收到了同样的礼

物。夫妻俩家中有个在读幼儿园的

女儿，黎先生说，大宝刚出生那会

儿，因特殊原因，没能在孩子一出生

就陪伴她，这一次终于不再遗憾！

“我在医护的鼓励下尝试了水

中分娩，令人难忘！”王女士说。母

婴情况稳定后，护士就送来了“袋鼠

衣”。在T6病区护士长吕铃的帮助

下，黎先生穿上T恤，系好带子，等

他稳稳地坐在沙发上，小心翼翼地

把宝宝放入T恤的夹层中，轻轻托

起她的小脑袋。爸爸双手得到“解

放”，人放松了，宝宝也十分配合，不

哭不闹。“现在睡着也不怕了，孩子

不会滑落。”黎先生说。

“袋鼠衣”是一件棉质有弹性

的T恤，腰部有两根长带子，胸口

有两层，类似哺育袋。不论胖爸

爸、瘦爸爸，都可调节绑带松紧。

副院长童兴海告诉记者，“袋鼠衣”

的设计理念是从袋鼠式护理而来

的，像袋鼠一样将宝宝拥抱在胸

前，持续进行皮肤接触，让宝宝感

受到家长的心跳和呼吸，使宝宝有

安全感。模拟袋鼠妈妈再行创新，

便诞生了这件适用于父亲实施袋

鼠式护理的衣服。

2017年开始，长妇幼逐步在产

房、病房开展母婴皮肤接触，并推行

“父婴”皮肤接触。起初，是将未包裹

的新生儿放在爸爸裸露的胸腹部，

但大多数爸爸都紧张，全身肌肉绷

紧，他们担心抱松了护不住宝宝，

抱紧了会闷到宝宝，妈妈们也不放

心……于是，护理部设计了“袋鼠

衣”，几次改版，于2020年推出后，立

即在上海的准爸妈当中引起了轰动。

在院长方文莉的手机相册里，

收藏着很多“袋鼠爸爸”的照片。“这

个爸爸肌肉发达，给他装好娃，他紧

张得动都不敢动。”“这个爸爸姿势

很标准，得到夸奖后抱着不肯放手

了，要喂奶了都不还给妈妈。”“这个

宝宝以为抱他的是妈妈，把小嘴凑

到爸爸胸口吮吸呢。”“这几个‘袋

鼠’相约一起晒太阳，看到他们滑稽

又有爱的样子，护士都乐坏了。”

抱娃“神器”的作用不仅是帮爸

爸抱娃。“爸爸分担新手妈妈的一部

分任务，妈妈可以更好休息，能更快

刺激泌乳，帮助建立母乳喂养的信

心，也可缓解焦虑情绪。而且，爸爸

在孩子刚出生时就参与照顾，强化

爸爸的角色认知和照护信心，促进

亲子关系的建立。”方文莉说。

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启动了

第二周期新生儿安全项目，长宁区

妇幼保健院成为该实施方案的试点

单位。童兴海介绍，医院已开展新

生儿出生后即刻母婴皮肤接触、延

迟脐带结扎、早开奶及纯母乳喂养、

早产或低体重儿袋鼠式护理等特色

项目，在生命起点为儿童全面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记者 左妍

这家医院的“袋鼠爸爸”火了！
亲密“父婴”关系可为新生儿成长打下良好基础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春节长假

里，静安区彭浦新

村街道共康四村

18个楼栋的居民

们，坐上春节前同

步启用的18台加

装电梯，出门更方

便、省力了，别提

有多开心了。大

家都说，这是他们

收到的最好的春

节“贺礼”。

共康四村是

建于上世纪90年

代初的老旧小区，

共有楼栋181个。

近年来，随着社会

老龄化程度加剧，

小区居民希望加

装电梯的呼声也

越来越高。共康

四村第一和第二

居 委 会 经 过 调

查、走访，在完成

小区加梯意愿初

步 排 摸 的 基 础

上，依托居民区“1+3+X”加梯推

进小组，建立了居民区党组织牵

头协调推进、楼组协商的党建引

领机制，逐一攻破加梯协商中的

难点问题。

居民区第一时间成立加装电

梯临时党支部，充分发挥党建资

源整合作用，联动居民区党建微

网格，动员“三驾马车”、共建单位

等力量参与，形成加装电梯“批量

推进”“成片突破”的强大合力。

截至2022年12月，共康四村2个

居民区共签约44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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