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次活动内容是“没有人比我

们更懂手机诈骗”，看题目就知道
是直指老年群体的一个“软肋”：防

电信诈骗。哈美珠说，她十多年前
就和虹口图书馆结缘了，“从当年

一个地方单一的借书还书，到可以
就近借还，到图书馆举办各种养

生、摄影等讲座，再到图书馆里的
老师‘手把手’教会我这个手机‘小

白’能在手机上顺溜地预约看病挂

号、买火车票、网上购物等，身边图
书馆的功能是越来越‘立体’‘全方

位’了！”
哈美珠是个爱书人，2007 年

她搬到虹口凉城地区，闲时就常常
“泡”在图书馆。那时水电路的新

馆还没有建造，哈美珠到街道图
书室借书，有时就在图书室里翻

翻报刊杂志。“2010年之前，虹口
区在乍浦路和曲阳地区分别有两

个图书馆，10 年前位于水电路的
6700 多平方米总馆落成开放，乍

浦路的原虹口区图书馆和曲阳图

书馆分别更名为乍浦分馆和曲阳

分馆，就是现在一总馆二分馆的
格局。”虹口图书馆馆长韩曜介绍

说，近年来虹口图书馆整合区、街
道、社区（单位）图书馆（室）资源，

建立了 3+8+X型（3个区级馆、8
个街道馆、X个社区/单位图书室，

目前有 147个图书室）公共文化

服务体系，居民可以享受“家门口
的书房”之便利。

“加上上海市中心图书馆施行
的‘一卡通’通借通还，编织了一张

打通城市公共阅读场馆的‘阅读互
联网’。”对哈美珠来说，尽管她几

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从凉城到江
湾，但这一点儿也不妨碍她继续可

以就近在街道、区图书馆凭借一张
借阅证随意出入附近的公共图书

馆，异地借还，书随人走。
在增加物理空间的同时，虹口

图书馆还加持了很多“智慧”的应
用，吸引到全年龄段的读者来感受

浓浓的书香。2012年，虹口图书馆

尝试面向中老年的“e 厘米”读者

信息素养培训项目，教他们网上
“冲浪”，项目取名“e厘米”意在通

过培训等方式让看似高大上的网
络新媒体和数字阅读近在咫尺、触

手可及；针对白领，有洄游书屋的
书籍流转活动，以书易书，让“沉

睡”在书架上的图书开始一场场
“旅行”；对青少年举办的是充满趣

味的“彩虹屋的奇妙之旅”“童心
圆”等活动，其中的“小不点走读虹

口”活动以“阅读+行走”的新颖模
式大受欢迎，常常活动一上线就被

秒光。
孩子们可以在鲁迅纪念馆内

见证鲁迅与内山完造的友谊，也能

走进 1933老场坊了解老建筑的前
世今生，摸一摸多伦路上的名人

墙，倾听鲁迅、郭沫若、叶圣陶等文
化名人的故事……行走结束后，再

让孩子们阅读与活动内容相关的
文字资料，如《三味书屋》《小小的

船》等虹口文化名人撰写的文章。

“行走+阅读”升级了传统的阅读方

式，加深孩子们对虹口文化、历史
的记忆。

在虹口的 16 家菜场里有这
样特别的角落：菜场书屋，这是延

伸到外来务工人员和他们子女的
一个暖心空间。刚刚过去的暑期，

虹口连阳菜场一间近 20 平方米

的房间里，几个孩子围在一张大
桌子旁看书。房间一侧的墙面被

三个大书柜占据，近千册图书整
整齐齐地排列着，其中三分之二

是青少年读物。正在看书的青少
年都是菜场摊贩的孩子，其中不

少还是“小候鸟”———暑假跟着家
人来菜场“上班”，平时则在老家

读书的留守儿童。虹口区现有 16

个“菜场书屋”，每天 12点至 14

点开放，在菜场中为外来务工人
员及子女提供“身边的阅读服

务”。韩曜说，“菜场书屋”的前身
是该馆在 2010 年世博会前夕推

出的“流动书车”，当时主要是为

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精神食粮”，

后来发现其中的青少年读物特别
受欢迎，于是大家决定把这个项目

固定下来。图书馆向各“菜场书屋”
提供至少两个大书架，一次供书量

不少于 500 本，每半年换一批。
“目前，虹口考虑在更多菜场设立

书屋，并推出更多活动，辐射更多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
本报记者 袁玮

     “准备好体温计、纱布、酒

精棉球，先检查体温计是否正
常，和老人沟通后为其擦拭腋

汗，测量时让老人屈臂过胸、手
臂夹紧，最后读取体温并记录下

来，消毒体温计后，整个测量体
温的流程才大功告成。”昨天，记

者在 2020年浦东新区“南码头
杯”养老护理员技能比武活动中

看到，看似简单的测量体温在养

老护理员手中“变身”为一个个
规范的“标准手势”。整个过程中

有专业评委在旁观察并记录评
估，最终选出 6名优胜选手。

此次技能比武在浦东新区
132 家养老机构推广，吸引了

150多位养老护理员参与，通过
培训、讲座、初赛、决赛等形式，

评选出了一批优秀的养老护理
人才，首次搭建了一个区级为老

服务专业化技能平台，为养老护
理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新的

发展路径。
“我今年 37岁，当养老护理

员才 1年多，但已经喜欢上了这

个‘夕阳红’行业。”在比赛现场，
记者遇到了来自金桥一家养护

院的护理员顾洁慧。她告诉记
者，自己原来在一家公司担任行

政工作。因为公司离家太远，去
年 4月，她跳槽到金桥的养护院

工作。“我们一天工作 12小时，

白班夜班轮流倒很辛苦。但谁没
有老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行业

有前途、工作有成就感，家人也
很支持我。”顾洁慧介绍，在养护

院里，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占一半
以上，最年轻的出生于 1989年，

而且很多都是上海本地人。
谁说养老护理只是个体力

活？记者在比武现场看到，不仅
是测量体温要求严格，给失能失

智老人清理口腔同样也是一个
“技术活”。“阿姨，麻烦您把嘴巴

张开，上牙下取、下牙上取……
每个牙齿牙缝都需要精心清理

……麻烦您把舌头卷起来，帮你

清理舌苔……”只见一名护理员
正对着一个牙齿模型操作口腔

清理的全过程，每一个步骤都温
柔细致。记者数了一下，护理员

总共用了 18根棉签，确保“里里

外外细细刷”。
本次养老护理员技能比武

不仅有常规的养老护理技能初
级、中级以及医疗照护的项目，

还开展了养老护理系列心理讲
座和技能才干心理综合测评，让

护理员得到全方位的能力培养。

其中，养老护理心理讲座开设了
护理员如何与老人沟通、老年人

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护理员自
我实现的需求等内容，通过抖音

直播的方式向全区 132 家养老
护理机构传播。

南码头路街道总工会相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上海市“9073”

养老格局，90%的老年人选择在
家庭和社区里养老，对养老护理

员的综合素养提出更多更专业
的需求。此次养老服务劳动技能

比武，是街道在浦东新区总工会
和浦东新区民政局的大力支持

下举办的。希望通过技能比武的
形式，搭建专业为老服务平台，

培养出更多受老百姓欢迎的专
业养老护理人才。

首席记者 宋宁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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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去年底， 上海市中心

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机构成员达
到 273家，包括市级总馆 1家，

市少儿成员馆 1家， 区成员馆
21 家，街道（乡镇）成员馆 216

家，其他服务点 17 家，高校分
馆 15 家，专业分馆 9 家，全市

“一卡通” 有效读者证累计 432

万张。

相关链接

身边的图书馆功能越来越立体全方位

读书，从未如此方便

乐享上海 时空之变

    69 岁的退休教
师哈美珠心情蛮好。
上周四一早，她从虹
口江湾地区的家出
门，走十多分钟的路
就来到水电路上的
虹口图书馆———这
是她退休后经常要
与图书馆赴的“约
会”，这回“e 厘米”
信息素养培训的“星
期四课堂”是疫情后
图书馆的第一次开
放活动，她当然不会
落下。

年轻人为什么选择“夕阳红行业”？
———浦东养老护理员技能比武见闻

虹口
图书馆

特写

荨 现在的虹口图书馆 本报记者 陶磊 摄

▲ 旧时的虹口图书馆（资料照片）

银行里除了存钱，还能存什么？

这是我考儿子的一道脑筋急转弯。灵
感来自几年前对上海首家食物银行

的采访。 这几年，这家特殊银行渐渐
淡出了我的视野，直到最近才突然感

觉它又火了：

先是在杨浦区江浦路街道家庭

支持中心听说， 经过社会组织一年
对接， 盒马鲜生宝地店终于点头答

应， 每天向江浦社区食物银行捐赠
下架蔬果。 几天后，在杨浦区“光盘

行动”进社区主题宣传活动中，我又
听说， 长海路街道也将开设一家食

物银行， 使食物银行上海门店的总

数达到 5家。

过去几年， 食物银行在上海开

门店的增速并不太快。如今，伴随着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蔚然成风，社会
对食物银行的关注度都显著增加，

还有社区主动找到他们谈合作，个中变
化令人感怀。

食物银行与金钱无关， 它是一种
“社会资源再利用” 模式，1967年起源

于美国，在欧美国家已有数百家。 在我
国，食物银行出现仅有几年，公众知晓

度不够，捐、领食物的都不够多。

例如，在一家运营已有两年的社区
食物银行，具有领取资格的困难家庭有

500多户， 但经常去领的仅有 1/5。

捐赠食品的范围也不够广， 比如常
常会收到高档零食， 却并非困难家

庭刚需。尴尬的是，因为企业对于捐
赠临期面包等现制点心很有顾虑，

困难家庭最需要的干粮类食品恰恰
比较缺少。 这样的品种构成难免影

响困难家庭领取食品的积极性，限

制了“社会资源再利用”模式的效益
最大化。

不过， 情况最近开始发生变
化———自从开展垃圾分类和 “光盘

行动”， 商超感受到了每天报废大量
蔬果的“压力”，终于同意将下架蔬果

捐赠给食物银行， 既能减少浪费，又
能献爱心，一举两得。 因为商超每天

下架的蔬果数量不少，所以，有的食
物银行出现了有趣的前后对比：昔

日，保鲜冰柜长期空置；最近，不仅能
充分满足周边困难居民、环卫工人的

需求，一天两次发放蔬果，还能对品
种和品质有所挑选。

这样的变化着实喜人。 乘着“光

盘行动”这股东风，希望有更多“社会资

源再利用”模式在上海推开，让更多人得
益，也更利于环保和节粮。

“食
物
银
行
”终
于
火
了
孙
云

新民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