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除夕夜接诊多起灼伤患者

郊区过年不建议儿童放烟花爆竹
    本报讯 （记者 左妍 通讯员

唐文佳）牛年新春，在上海城郊，
一些市民仍选择用燃放烟花爆竹

的形式辞旧迎新。然而，烟花燃放
不当却可造成灼伤。在瑞金医院灼

伤急诊，除夕晚上就接诊了3位被
灼伤的患者，最小的只有1岁。

1岁的小欣欣（化名）除夕晚饭
后跟大人玩“仙女棒”烟花，因为手

持时“烧过头”而灼伤了柔嫩的小

手，被家人紧急送医。

32岁的王先生（化名）家住闵
行，年夜饭后，想起还有存放了几

年的小烟花可助兴。不成想，放时

烟花直接点燃了衣服。脱衣服时，

火势随衣服从脖子直达腹部，于是

赶紧到瑞金医院看灼伤急诊。据护
士长周洁介绍，王先生烧伤面积达

6%TBSA（体表总面积）。

62岁的老刘（化名）家住青浦，

晚饭后在家附近围观他人燃放高

射烟花。因为相隔十多米，自认为
很安全，但蹿出的火苗却不偏不倚

“射中”了他的手背，造成灼伤。
周洁护士长提醒大家，遇到突

发烟花爆竹灼伤，要保持冷静，记住

“脱、泡、盖、送”四字口诀，力争将伤
害降到最低。“脱”即脱掉着火的衣

服；“泡”即冷疗，用冷水浸泡或冷毛
巾湿敷；“包”即简单包扎伤口，保护

伤口；“送”即及时送医院救治。
上海市区禁燃烟花爆竹，在郊

区或外省过年，也不建议儿童放烟

花爆竹。另外，也不要在窨井盖旁
堆放易燃、易爆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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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假日 生活新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结束

了除夕团圆宴，不少市民纷纷走出

家门，在家门口享受一段愉悦且休
闲的旅程。昨日下午，20名市民、

新上海人汇聚在邮政博物馆门前，
跟随导游一起用双脚丈量城市，听

一段段有关上海“成长”的故事。春
节期间，本地跟团游成为部分市民

休闲生活的一大新时尚。

午后，天空飘起毛毛雨，位于
苏州河畔的公共空间人流如织、热

闹无比。新上海人田春燕特意带着
全家人，早早赶到“就地过年 感受

申城温暖”的公益本地跟团游的集
合点———邮政博物馆正门前。在上

海工作生活了 15年，她第一次留

在上海过新年。“上午，我们通过视
频给内蒙古、江苏徐州的长辈拜

年，下午特意选择跟团游，感受最

有海派年味的新年活动。”
上海邮政博物馆是第一座中

国人自己的邮政总局，这幢建筑曾

是远东第一流的邮政建筑；乍浦路
桥是一座钢筋混凝土桥，又是摄影

爱好者最喜爱的“法师桥”……导

游耿燕边走边讲述苏州河沿线优
秀建筑的“前世今生”，不时会推荐

新年拍摄全家福的最佳摄影地，
“站在乍浦路桥上，身后有建于上

世纪初的外白渡桥、建于 1934年
的上海大厦，与小陆家嘴‘四高’摩

天大楼隔江相望，苏州河上建筑倒

影似‘镜中画’……这里不仅是‘世
纪同框’的最佳观景地，也是摄影

师们喜爱的最佳摄影点。”
导游话音刚落，田春燕兴致勃

勃地拉着家人，倚着乍浦路桥，拍
下新年里第一张全家福。“走过路

过乍浦路桥无数次，我第一次知道

在这里也可以拍摄最上海的美

景。”拍完照片，她选择了一张最美
的全家福，发至朋友圈，向远方的

亲朋好友送去新年的祝福。
本地跟团游从上海邮政博物

馆开始，一路途经苏州河滨河北岸
花园、外滩源、外滩万国建筑博览

群，再乘坐双层观光巴士抵达陆家

嘴。刚从浦东机场值班结束的 90

后陕西姑娘杨思怡和同事任芬紧
跟导游，认真聆听每一幢优秀建筑

的故事，“我们来外滩游玩无数次，
第一次参加旅行团，收获了很多建

筑人文故事、上海发展史，收获了
很多正能量。”

“一批特色鲜明的主题海派跟团
游已成为引领文旅消费新时尚。”春

秋旅游副总经理周卫红介绍，春节期
间，面向新上海人的公益跟团游，面

向市民、游客的徒步跟团游等线路非

常受欢迎，登上了平台热搜榜首。

    “大家新年好，欢迎来到上海

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我馆常设展
览‘血沃淞沪’淞沪战役图片展，接

下来将由我为大家进行讲解，有什
么想了解的内容都可以随时提问

哦。”大年初一，淞沪抗战纪念馆刚
开馆，就迎来了 300多位游客。任

骏杰是淞沪抗战纪念馆的讲解员，

他家住附近，吃好早饭，骑着一辆
自行车就来上班了。任骏杰告诉记

者，每年春节，都有不少游客特地
赶到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今年又

是建党百年，预估来的游客不会
少。他特意起了个大早，开馆前 10

分钟就到场候着了。

“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浮雕

墙是商务印书馆背景下奋勇作战
的上海民众，另一边浮雕墙上刻画

的是广袤的淞沪大地上的中国军
人。前方的这座雕塑是以极具上海

地域特色的石库门残墙为背景的
中国军人，宛若旗帜造型的背景上

刻着的是牺牲在淞沪战场上的 15

位烈士的脸庞……”胡先生家住江
湾镇，特意带着 7岁的儿子来淞沪

抗战纪念馆参观。他们聚精会神地
听着任骏杰的讲解，小朋友还不时

发出追问,“叔叔，这个柜子里的衣
服是谁的呀？这些照片上的人都去

哪里啦？”
胡先生说，春节期间，选择带

着孩子来淞沪抗战纪念馆参观，是

件很有意义的事。“虽然小朋友年

纪比较小，但是爱国主义教育就是
要从娃娃抓起。可能他并没有完全

听懂，但是无形中，爱国的精神和
思想，会像种子一样种在心底，生

根发芽。让他真正到实地参观，会
比从网络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更

加生动、更有感触，以后我还要经

常带他来。”
任骏杰告诉记者，淞沪抗战纪

念馆的参观者中大部分都是青少

年，年轻人对这段历史越来越感兴

趣。在馆中，记者也注意到，除了全
家一起前来参观的，还有不少结伴

而行的年轻人。
23岁的季同学在一本旅游手

册上看到了淞沪抗战纪念馆春节
期间不闭馆的消息，便和朋友约好

一起来参观。他们认真阅览展板上

的信息，不时低声讨论。“平时我们
就很喜欢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

今年是建党百年，也有很多相关的

影视作品在网络上播放。我们想，

春节在家呆着也很无聊，不如出来

参观一些红色场馆，还能学到很多
知识，了解到历史背后的故事。”季

同学告诉记者，一圈逛下来，最让
他有感触的，是看到一些珍贵的图

片资料。“以前上学念书的时候，这
段历史可能只是书中的一小部分。

今天来参观，看到这么多的影像资

料，才知道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的背后是多么艰辛，这些人、这些

事，我们不能忘记。”

任骏杰在淞沪抗战纪念馆做讲
解员已有三年，每当参观者听到讲解

后发出感慨，他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
有意义。“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空余

时间来做讲解员，完全是出于兴趣。

之前，有一个综艺叫《国家宝藏》，介
绍了很多博物馆，我特别喜欢看。就

想着，我是宝山人，家门口有一个淞
沪抗战纪念馆，很多人对这段历史其

实是不了解的，那我可以尽一份绵薄
之力，为大家讲好这段历史，让更多

人记住这段历史。”

带着这样的想法，任骏杰成为
了淞沪抗战纪念馆的一名专职讲解

员。他大学学的是建筑工程管理专
业，跟文博完全不沾边，做讲解几乎

是从头学起。为了掌握讲解的技巧，
增强与参观者的互动，任骏杰下了

一番苦功夫。没事他就跟着其他经

验丰富的前辈学习，在家对着墙练
习了无数遍。“两万多字的讲解稿，

现在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还被评
为了 2020年最佳讲解员。”

在任骏杰看来，博物馆有两
种，一种是不可移动的博物馆，另

一种是可移动的博物馆，而讲解员
就是后者。“我们把历史印在脑海

里，通过更加生动的讲解，让参观
者更有感触。”任骏杰说，春节期

间，淞沪抗战纪念馆仍正常对外开
放，他会站好自己的岗位，为每一

位前来参观的人，讲述好这段难以
忘记的历史。

本报记者 杨欢

春节来这儿参观是有意义的事
大年初一淞沪抗战纪念馆迎来 300多位游客

小而美的本地跟团游成文旅消费新时尚

在行走中聆听百年故事

■ 讲解员任骏杰正为参观者介绍馆内展品细节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新年已至，第六百货门口竖起了一群

“红牛”雕塑作品。今年比较特殊，因为第六
百货将要拆除改建，许多市民前来打卡怀

旧。你瞧，这位小姑娘拿着外公的手机正认
真地给牛牛拍照呢。

张正道 摄
投稿邮箱 xmsyb@xmwb.com.cn

我给牛牛拍张照

别样春节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