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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手孃孃”剪纸为抗疫勇士鼓劲

    本报讯（记
者 杨洁）4 月 2

日，本报 10版报
道《拾金不昧的

小男孩，你在
哪？》。仅隔一天，

好消息传来：小
男孩找到了！昨

下午 1时，吕女

士带着儿子轩轩
来到浦东公安分

局三林公安处，
民警为他送上

“小猪警官”玩偶
与拼搭玩具。

轩轩今年 8

岁，刚读两年级，

外公是警察，他从
小就有警察梦。这

次来到公安局，一
下子看到那么多

警察叔叔，轩轩心
里又紧张又开心。

吕女士回
忆，当天自己在

前面走，身后的
轩轩突然跑上前

说：“妈妈，草丛
里有手机响。”因

在商场门口，吕
女士以为是音响，轩轩拉着她折返

回去后才发现，真的是一部手机，屏
幕闪烁，是闹钟在响。原本吕女士想

把手机带回上班的地方，等失主打
电话过来，一回头发现路口正好有

一名交警。“那就交给警察叔叔吧。”
轩轩提议。当时母子俩还不知道，这

部手机是小偷藏匿于此的赃物，背

后居然恰巧牵扯出一桩盗窃案，他
们的举手之劳，帮助警方迅速破案。

昨天，面对民警，轩轩描述了发
现手机时的场景。“我看到手机屏幕

显示了‘上班打卡’，心想丢手机的人
心里一定很着急，就跑去喊妈妈过来

看。”他认真地说，“我们老师也教过
我们，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如果

能帮助到别人，就应该去做。”“我们
将手机交给交警时，对方当场就表

扬了轩轩，孩子很高兴，觉得自己做
了一件正确的事。”吕女士说，“赠人

玫瑰，手有余香。对小朋友来说，平
时讲再多道理，也不如自己亲身经

历一下，给他的印象更加深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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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老西门社

区卫生服务中心
的发热哨点门诊，

从大门到发热哨
点的单向通道张

贴了不少哨点诊
室的引导牌。如

今，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发现发热病
人后，由发热哨点

门诊承担对发热
患者的筛查、登

记、转运等工作。
由医生对患者进

行初步诊断和流
行病学史采集，进

一步发挥“早发
现、早报告、早隔

离、早治疗”功能。

杨建正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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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通讯员 齐传彬 记者
袁玮）日前，全市首批申请复工的城
市更新试点项目———春阳里三期改

造项目复工，春阳里三期成为疫情
期间虹口区首个复工的旧住房修缮

项目，预计今年 3季度竣工交房。
建造于 1921 年至 1936 年的

春阳里是典型的上海老式石库门

里弄建筑，属历史风貌保护街坊。
从外表上看，这些极具上海特色的

老建筑别有风情，但只有住在里面
的居民才知道，“螺蛳壳里做道场”

的日子有多苦，生煤炉、倒马桶、合

用厨卫是居民日常生活的真实写

照。2016年，春阳里成为全市旧式里
弄区域首个内部整体更新改造试点

项目，分四期改造。其中，春阳里三
期改造项目于去年下半年进场施

工，共涉及 3幢房屋、182户居民。
新冠肺炎疫情来袭后，虹口区

几乎所有的旧住房修缮项目被按

下“暂停键”。区房管局最终决定将
本就封闭施工的春阳里三期作为

首个复工的旧住房修缮项目，同时
严格按照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的工

作要求，会同虹房集团和北外滩街

道商议人员、物资、防疫方案的各项

细节。为确保施工现场安全，进场施
工的人员需先扫码登记、体温测量，

体温正常方可进入。施工人员多为
外地员工，以私家车或包车的形式

分批次集中返沪，并按同一批次、同
一地区原则集中隔离，所有人员需

完成“来沪人员健康登记”。

目前，春阳里三期改造项目严
格实行封闭式管理，施工区、生活

区独立封闭，出入口设立测温点，
严格出入登记制度。施工人员每天

分批集合、按照规定路线往返于施

工区和生活区，两块区域均配备足

量的口罩、消毒液等疫情防控用
品。工地安排专人负责生活物资采

购等，实行集中配餐制，避免就餐
人员聚集，降低交叉感染风险。另

外，每日对人员活动场所两次消
毒，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此外，施工

单位通过绿、红、黄三色卡管理现

场人员，即施工人员佩戴绿色胸卡
并严禁外出，管理人员佩戴红色胸

卡可适时进出并做好登记，临时进
出人员佩戴黄色胸卡并做好登记，

准确掌握现场人员数量、健康信息
等情况。

接下来，区房管局将一手抓
好防疫，一手抓好施工进度，有

序推进该区旧住房修缮项目开、
复工，争取让更多居民早日实现厨

卫独用。

疫情期虹口区首个复工的旧住房修缮项目启动

春阳里三期改造工程复工

    本报讯 （首席记者 王蔚）今

天上午，国内首届殡葬行业学历教育
本科班在线开课仪式在上海开放大

学举行。85名学生和全市千余名殡葬
行业的员工共同收看了第一堂课。

长期以来，在教育部公布的专
业目录中，殡葬行业专业教育的最

高学历层次仅为大专。
为提升殡葬从业人员的整体

素质，帮助他们的知识结构向专业
化方向发展，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

开放大学商定建设一个本科学历

的专业模块，在开大的社会工作专

业中设置生命教育课程组，结合殡
葬行业岗位需求，新开设了殡葬社

会学、生命哲学与生命教育、压力
管理、哀伤辅导与殡葬礼仪等 4门

特设选修课。首届殡葬行业学历教
育本科班在上海开大杨浦总校、徐

汇分校、青浦分校开设三个班级，

参加学习的 85名学生均为来自龙

华殡仪馆、宝兴殡仪馆等十几家市

级、区级殡葬行业单位的员工。市
民政部门希望以此为契机，通过更

先进的技术支撑、更高的学历层
次、更专业的社会服务，推动上海

殡葬管理服务进一步转型升级。
据悉，殡葬本科班采用“双元

制”人才培养模式。上海开大为该

专业提供通识课程和基础课程的

教学，本市殡葬行业提供贴近岗

位需求的专业课程资源，并依托
行业和殡葬单位组织学生开展实

践教学。经过两年半的在职学习
并通过总计 20 多门课程的考核，

该专业毕业生将获得本科学历证
书，符合条件并通过论文答辩的，

还可以获得上海开大颁发的法学

学士学位。

全国首届殡葬本科班在沪开课

年初一剪出第一
幅抗疫作品
“除夕夜，我关注到上海首批医

疗队出征武汉的信息。家家户户团

圆的日子，他们却与家人告别，冲上

前线，这让我很感动，我想我是不是
也能发挥我的专长，用剪纸为一线

的勇士加油鼓劲。”当一旁的家人在
看春晚的时候，朱阿姨就一直在脑

海中构思，直到睡觉前，她还想着要
剪什么、怎么剪。

大年初一，朱阿姨早早起来，开
始在报刊、网络等各种渠道上搜集

素材，照着医疗队队员的模样设计
图样，剪出了第一幅作品。

给一线的侄子布
置特殊任务
在陆陆续续创作了几幅抗疫主

题的作品后，朱阿姨希望自己的作

品能反映身边的抗疫情况。她想到

了在消杀一线的侄子：“侄子爱好摄

影，他的照片经常被我当成素材。这
次他正好承担消杀任务，我让他在

工作之余帮我拍一些消毒人员工作

时的场面。”想到身边现成的抗疫素

材，朱阿姨兴奋不已，赶紧找来侄子
布置这个“特殊任务”。

侄子拍下一组照片后，朱阿姨

推掉所有的事情，马上开工。“一个

月里，我基本上没出过家门。每天吃
好早饭就在房间里创作，一直要到

天黑才放下剪刀，一坐就是十多个
小时。”

反反复复刻三四
遍直到满意为止

朱阿姨有将近十年的剪纸经
验，按照平常的速度，一天剪一幅作

品是没问题的。可面对这组作品，她
格外用心，还请了女儿、孙女来当

“参谋”。
“孙女从小就喜欢看我剪纸，现

在她总会给我出主意，一幅作品剪

完后，哪里不整齐，哪些细节不生
动，她一眼就能看出来。”对于不满

意的作品，朱阿姨二话不说，推翻重
来，有些时候一幅作品会反反复复

刻三四遍，直到满意为止。
朱阿姨直言：“我现在年纪大

了，眼睛不太好，这组作品里面消毒

喷雾是最难剪的。我剪的时候要眯

着眼睛看，而且动作不敢太大。但还
是有剪坏的时候，没办法，只能重

来。”有时候眼睛酸了，她就看看窗
外的绿树，缓解下疲劳，然后又埋头

创作。
每幅剪纸上的字都很清秀，这

是出自老伴的手笔。“老伴是社区防

疫志愿者，知道我要剪一组抗疫作
品后很支持，他懂点书法，便为每一

幅剪纸都题了字。”
朱阿姨一剪完就把作品送到居

委，居委书记看后说：“马上张贴在
宣传栏上”。之后，朱阿姨还为爱博

一村 21号特色楼道剪了抗疫作品。
这个楼道将剪纸等传统文化作为特

色招牌，每隔两个月就会“上新”一
期作品。

朱阿姨是在退休后爱上剪纸
的。朱阿姨说，“我要抓紧时间，赶在

看不清东西前，多留下些作品。”

通讯员 赵芳来 本报记者 鲁哲

一组抗疫主题
的剪纸作品近日出
现在闵行区新虹街
道爱博一村的宣传
栏。这组剪纸上的
人物是抗疫期间奋
战一线的消毒人
员，大家注意到，
连细小的雾滴都在
剪纸上呈现出来，
而这组剪纸的作者
是新虹街道 67 岁
的“剪纸孃孃”朱
兰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