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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难忘一声声“谢谢”

刚开始工作那会，茅丹丹一度

觉得这个岗位普通、枯燥。一名户

籍警平均一天要接待上百人，一套

同样的流程要重复上百遍。但是

随着一件件问题的解决，她明白这

些看起来的小事，对老百姓来说就

是关乎一生的大事，她也从那一声

声“谢谢”里品味到了这个岗位的

骄傲和自豪。

第二代身份证刚推出时，茅丹

丹和同事上门给一位瘫痪在床的

老人拍身份证证件照。这位老人

60岁了，平时靠80多岁的老母亲

照顾，因为瘫痪的原因，一直没法

拍证件照，没有身份证。所以一听

到是来上门拍照的，这位老人的母

亲就特别激动，一直说“谢谢”。

“其实，我们真的没做什么，都

是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她说的

这句话，我却记到现在，到现在还

记得她握着我手时的那份沉甸甸

的感谢。我深深感受到了居民的

期待，也深刻认识到自己的职责。”

茅丹丹回忆道。

从厚厚档案中“捞针”

有一年春节刚过，年过八十的

顾老伯来到吴淞派出所户籍窗口，

要为在外地的姐姐办理户口外迁

证明，以便她领取医疗补助。但顾

老伯不知道姐姐当初在上海时户

籍所在地址，只记得是“吴淞路”。

茅丹丹告知顾老伯可联系外地亲

属去查询姐姐的人事档案，或许其

中会记载当初上海户籍的地址。

一周后，顾老伯又来了，报出

“南市河路120号”的地址，茅丹丹

查找后发现，顾老伯姐姐1965年

迁到上址后不满两月又迁去了海

滨所辖区，于是茅丹丹将海滨所辖

区的地址告知了顾老伯。不料，当

天下午，熟悉的身影又来到了窗

口。原来，顾老伯姐姐又从海滨迁

回了吴淞。但根据海滨所提供的

地址，茅丹丹没有找到有关信息，

再三问过海滨所也无其他信息，线

索又断了。

顾老伯提及的“姐姐在吴淞中

学读书，当初和同学户口在一起”

的一句话引起了茅丹丹的注意，吴

淞中学的集体户口档案就在所里，

五本厚厚的档案密密麻麻记载着

几十年来学生的信息。茅丹丹带

着档案室成员翻了三天，眼睛都看

花了也没查到相关信息。茅丹丹

并没有放弃，她从其他同学户口变

动情况入手，再次联系海滨所，一

个个筛查每个同户同学的迁出记

录，终于发现了顾老伯姐姐的信

息。原本不抱希望的顾老伯激动

得跳了起来，“茅同志为了帮阿拉

老年人大海捞针，真是辛苦侬了！”

竭力解决“疑难”户口

因历史原因或居民自身情况

复杂，解决“疑难”户口往往费时费

心费力。茅丹丹反复研究政策，多

方联系奔走，想方设法帮助群众。

为帮助近乎“孤儿”的小伙多

多报上户口，茅丹丹整整十年锲而

不舍地劝说，终于感化冥顽不化的

多多父亲同意把自己的户口从纠

纷房产中迁出，为多多申报户口迈

出最关键的一步。接着，她和同事

又花了2个多月奔走于居委、学

校、医院、法院、民政、房产交易中

心等多部门收集资料，制成厚厚一

沓审批材料。2019年春节前，20

岁的多多终于如愿拿到了属于自

己的身份证。

无独有偶，茅丹丹还想尽办法

帮助40年前到外地服刑注销户口

未恢复的老伯、年轻时负气出走并

改名换姓临终托孤的癌症晚期患

者等40多人解决了“疑难”户口申

报，了却了他们长久的心愿。当他

们从茅丹丹手中接过身份证的刹

那，热泪盈眶、喜极而泣，也让她一

次次从薄薄的户口本里感受着人

民警察沉甸甸的荣誉。

本报记者 郭剑烽

周末的上海，秋叶飘零气温骤

降，在外滩等候游客集合的导游徐

旦旦却一点也不担心：“虽然天气很

冷，却还是‘冻’不住大家的热情。”

这位全国导游大赛上海预选赛铜奖

获得者将率先带团畅游“艺术上

海”。

在“外滩源艺术行半日微游”这

条由春秋旅游新推出的线路中，徐

旦旦带领市民游客行走在外滩源，

一同探索、感受上海的艺术气息。

走在外滩源，从划船俱乐部，到新

天安堂、教会公寓，再到英国领事

馆、女青年会大楼、安培洋行，最后

经由贝浩登画廊游览到经纬艺术

中心……在风格迥异的建筑之中，

穿越百年历史，“阅读”建筑背后的

故事，“触碰”那些弥漫在历史里的

芬芳气息。例如，来到虎丘路27

号，可以在百年建筑前聆听琥珀大

楼的前世今生；走进贝浩登画廊，则

会在建筑与绘画作品中，感受海派

文化的视觉和思想的双重冲击，寻

找隐藏在摩登建筑里的艺术基因。

今年以来，“CityWalk”（城市

微旅行）收获了越来越高的热度，在

年轻人群中也越来越受欢迎。在游

览过程中，女游客小王告诉记者，她

是大四学生，已参加过三次类似的

活动。对她来说，“CityWalk”更加

自由，在城市里走动的时候可以随

意地欣赏风景，将平时工作学习的

疲惫一扫而光。而且，与自己独自

出游不同，在一个游览团里，可以互

相探讨、互相交流，发掘大家对同一

事物的不同见解，不会一直沉浸在

自己的世界中。“这是我第一次参加

艺术类的微游，不过平时我也挺喜

欢一些关于艺术主题的东西，所以

对这一次也很期待。”小王说，她身

边的同龄人喜欢参与城市漫游，可

以探索更多、收获更多。

“可能其实大部分人都有自己

不同的见解，那么从我们做旅游的

角度上来说，‘CityWalk’这个产品

其实是以自己的角度作为工具行走

在城市当中，然后用这种比较缓慢

又比较细致的方式去了解城市，足

迹也好，故事也好，我个人认为这种

方 式 其 实 就 算 是 一 种‘City

Walk’。”春秋旅游微游产品经理柯

一鸣告诉记者。记者了解到，从

2020年开始，春秋旅行社就开始设

计布局类似的城市深度旅游线路，

当时最早的项目的名字叫“永不拓

宽的64条马路”，今年产品火爆之

后就尝试在路线中融入网红和时髦

的元素，在未来则会尽量把在马路

上的一切元素都融入到旅行产品当

中去。除了现在的博物馆、艺术场

所外，还会尝试进入一些剧院、演出

场所等，加入坐下来看一场演出等

内容。柯一鸣说，考虑到博物馆、艺

术场馆等区域的人数承载能力，一

次游览的人数设定在15人以下，通

常会是10个人左右。这条线路的

频次并不固定，在春秋这两季，气温

比较适宜，风景也比较好，相应的频

次就会多一些。线路通常是面向有

一定的文化底蕴的、喜欢了解自己

居住城市的中老年游客，近年来体

力较好、喜爱户外运动的年轻人也

越来越多，在旅游旺季的时候，也会

接待一些外国游客。

从永不拓宽的64条马路，到

“建筑可阅读”，再到“海派城市考

古”，上海的城市“CityWalk”时有

新意。2023年11月9日开幕的第

五届上海国际艺术品交易周期间，

春秋旅游对外发布3条艺术之旅线

路，分别是：感受古典与摩登并存的

外滩源的“外滩源艺术行半日微

游”，驻足倾听苏河诗篇的“苏州河

艺术行半日微游”，以及嗅着书香住

进光影世界的“看美展、来海考、住

艺术酒店二日微游”。

春秋集团总裁王炜表示，期待

市民游客跟着专业讲解者，在面对

面的交流中，行走在斑斓的色彩中，

趣游海派建筑，探寻艺术地标，感受

海派文化魅力。

本报实习生 李欣阳
本报记者 杨玉红

“CityWalk”新项目开启艺术之旅 原南浦车站变身
徐汇滨江新地标

本报讯 （记者 张钰

芸）日前，“百年海派茶文化

展暨上海市茶叶学会四十

周年成果展”在静安区海上

文化中心拉开帷幕，首次展

览系统展陈来自上海藏家

的200多件代表性藏品和

多元史料，立体展示上海海

派茶文化的发展与内涵，共

襄海派茶事盛会。本次展

览持续至12月6日。

上海虽不是茶叶产区，

却是中国茶叶最大的集散

地之一，更是茶叶的消费高

地。百年来，“海纳百川”的

城市精神让上海集纳了全

国产茶区所有的名优茶，印

度、日本、斯里兰卡等产茶

国的好茶、茶具也接踵而

至，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

茶文化。

与开幕式同期举办的“茶与海

派茶文化发展”论坛上，与会专家对

海派茶文化的历史发展追根溯源。

200余件茶业藏品无声讲述了“海

上茶路”的独特魅力。在展会现场，

设有一面民国茶叶罐墙，里面放着

20余只来自汪怡记、黄隆泰、德兴

茶庄、汪裕泰等老字号的茶叶罐，它

们多为铁制，上面还印有风景画、美

人图，有着浓浓的时代风。

一张张民国时期的茶庄发票则

是研究民国茶事的窗口，茶庄的商

标专利、广告宣传、茶叶价格、税务

信息一目了然。记者发现，这些发

票上还有中英文对照的文字，证明

中国开通“五口”通商之后，上海因

在地理位置上与浙、皖、赣和福建北

部茶叶产区接近，成为中国茶出口

的最大口岸。

薄薄户口本，承载群众“厚托”
——吴淞派出所综合窗口民警茅丹丹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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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如一日，在户籍和综合窗口严格文明办
事、热情周到服务，宝山公安分局吴淞派出所综
合窗口民警茅丹丹业务精湛，各类“疑难杂症”户
口到她手里总能迎刃而解，是同事心目中的智
囊。  年来，她累计接待群众近6万人次，办理
户口申报    余个，解决“疑难户口”  余个，保
持“零差错”“零投诉”。

■ 茅丹丹在窗口工作中 受访者供图

新征程 新奋斗

趣游 海派建筑
探寻 艺术地标

坐落于徐汇滨江北端的

Station1907启点（以下简称启点
    ）日前与公众见面。该项目
毗邻星美术馆，由建筑遗存转型

成了水岸生活新启点。

启点1907的前身是中国最

早的铁路货运站——南浦车站

（沪杭甬铁路）。南浦车站作为

上海开埠后现存最早及唯一的

水陆联运枢纽，蕴含着上海的开

拓精神。启点1907保留了百年

的铁轨、青砖、车站壁灯、木质雨

棚等，以现代手法演绎焕新百年

车站空间（如图），打造了八号站

台、站长小屋、乌桕前庭、梦幻花

园、秘境步道等多元特色空间，

还设有特色火车站主题咖啡店，

为市民与游客提供惬意的休憩

空间。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