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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前两轮“阴性”之后，新高苑一期今开展第三轮核酸检测

“我们一起等好消息，静待解封！”
    今天是大年初六，一大早，上海市第七

人民医院百名核酸采集医务人员再次出发，
前往新高苑一期开展第三次核酸检测。记者

了解到，前两轮检测结果均为阴性；如果一
切顺利，这将是该小区最后一次核酸检测，

意味着小区解封指日可待。

4?“杠杠的”

“新年好”“新年快乐”……医务人员和
小区居民互道祝福，让采样工作变得温暖起

来。和前两次检测相比，现场秩序更加规范

井然，“大白”们采样更熟练，和居民们也多
了一份如家人般的亲切感。

连续 3次参与新高苑一期核酸采样的
七院护士长薛雯用了 4个“杠杠的”作了总

结：“2月 4日，一声令下，全体核酸采样人员

5分钟集结完毕，乘坐大巴赶往新高苑一期，

这速度杠杠的！一上车，领导就开始布置作

战任务，同时还关心询问吃饭了吗。心暖暖
的同时，效率杠杠的！当需要进楼组采样时，
许燕、彭倩倩第一时间站出来，‘我去!我去!’

张佳护士长主动在现场维持秩序，有序分散
人流，喉咙都喊哑了；护士长王韶衍作为资

深的小区核酸采样人，冲在了最前面，是第

一个开工、最后一个收工的人！这境界杠杠
的！今天是最后一轮核酸采样了，忘不了这

些天的战友情、互助情，这经历杠杠的！”

一群“原年人”

1997年出生的杨金驹，曾是七院援武汉
雷神山最小的一名医疗队成员，这次刚上完

夜班，还没怎么休息的他，又来到新高苑核
酸采样现场。“我想用我的实际行动证明，我

们90后也可以撑起一?天。看到小区的布置
特别有过年的氛围，我忍不住想家了。因为

疫情的原因，春节没回家，准备年后回。”

在现场忙碌着的还有一些七院的实习
生，因为疫情的原因，他们也选择留沪过年，

成了“原年人”，这次也积极参与核酸采样工
作，开始了医学生涯的起点。他们主要负责

维持现场秩序，信息登记等。“接到需要人员
去参加核酸采样的消息，我们积极报名，做好

充分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便火速集结。几

个小时，大家穿着防护服、坐在电脑前持续做
着核酸采集前的登记工作等。即使身心疲惫，

我们依然坚定、勇敢！”一位实习生表示。

静待解封时刻
人们回忆起三轮核酸检测、共同奋战的

日子，点点滴滴的爱和温暖被这些不平凡的

日子放大：2月4日，一个普通的早晨，疫情警
报在上海市第七人民医院拉响。接到紧急通

知，需要抽调100名医务人员到新高苑一期
开展核酸检测采样任务。为了让居民过好

年，七院的医护人员将第二轮核酸采样提早

了一天。2月10日，第二轮核酸采样，医院和
街镇准备充分、联动合作，仅用4小时，就完

成了核酸采样工作；2月17日，也就是今天，
第三轮核酸采样开始……

据悉，除了三轮核酸检测，为了时刻保
障隔离区居民的健康，七院还为封闭小区居

民打造了一个春节“不打烊”、24小时不关门

的“云医院”：通过互联网医院、微信等平台
为封闭小区居民点对点解决就医问题；针对

居民的用药问题，医院线上线下联动，为每
位用药患者定制了一份“用药交代”清单，每

一张清单内都标明了所有药品的服药方法
及注意事项；开展“天使送温暖、科普进社

区”活动，为封闭区居民开展心理咨询和常
见病的线上科普宣教。

“今天是大年初六，希望大家六六大顺，
我们一起等好消息，静待解封！”

首席记者 宋宁华 通讯员 任梦丽

    绘本《小年兽》里，“年”是寒冬

里的孤独感慢慢聚集而成的一个
小怪兽，它会钻进孤独的人心里慢

慢吞掉他们。 可它是能够被影响
的，用红彤彤的颜色，用热热闹闹

的氛围， 用互相问候的暖意，“年”

是会变可爱的。

作者熊亮的画风有很浓的传

统味，但并不显得太过。 年兽的故
事来自古老的传说， 却又很亲和，

春节的节日氛围和意义也因此被
很好地传达给不同代际的阅读者。

相比其他节日，春节对中国人
来说有更强烈的情感共鸣， 也因

此，我们对春节的期待远不止是“年夜饭”和
“压岁钱”。

有一位书法家朋友， 平日其实各自忙碌
鲜少相聚，可每年都亲自写副对联快递给我。

每次展开红纸，翰墨飘香，细品佳句，心生喜
悦。 每年春节前夕对这份墨宝年礼的期待甚

至变成了一种翘首以盼的习惯。

文化年礼越来越多，愈加有意思。邹爽和

林依琳是同学，去年刚从中国美院硕士毕业，

学的是国画。 两个年轻人今年用专业“玩”出

一对“辛丑年安宅牛牛门神”———邹爽创作了
一对“亲自”披挂当门神的生肖牛，可爱又神

气； 林依琳则将它通过手工丝网印制在红纸
上，变成一幅幅萌酷门神文创。有网友评价作

品：又萌又喜庆，老少通吃。 这或许来自文化
的认同，同时也是传承的力量。

文化年礼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汉声文化
的海报书《大过牛年》，从守护家宅安宁的四

川版画门神开始，到宋代晁补之的水墨画《老
子骑牛图》， 再到集纳从史前到现代收藏的

《牛文化图录》等，变成可撕下的民俗大海报，

既呈现多元的牛文化，又可以融入生活。

最近几年，国潮大热，基于中国元素的春

节文创更是琳琅满目，电商平台上皮影、年画
等产品销售悄然走俏。在这个产业生态中，国

潮设计力被资本加持，更加快速掀起波澜。一
项调查研究显示，2009—2019 年十年间，国

有品牌关注度从 38%提升到了 70%。 一时间
无论是老字号还是新品牌，都开始尝试跨界，

将国潮元素融入产品。

茶叶礼盒里装把秤，就有了“称心如意”的

内涵；福、龙、红、牛，包装来点中国元素设计就
能吸引眼球，消费者有了更多元的选择。

但在一片热闹喧嚣中， 真正能将传统文
化“玩得高级”的仍是少数，仍需要更多能够

潜心对博大精深中国文化进行挖掘， 以适合
的艺术表达方式进行传承的作品。 好的文化

年礼永远不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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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6时，气温5℃，嘉定区市民健身中

心游泳池像往常一样热闹开了。近90名冬
泳爱好者个个精神抖擞，脱掉厚重的外套，

换上泳装，做起了热身运动。随后，大家“扑
通”“扑通”相继跳入水中，短则游50米，长

则游200米，之后纷纷上岸。擦干身体，换上
衣服，做做拉伸运动，喝一杯热腾腾的姜

茶，个个脸蛋红润，一股暖流在身体中流

淌，一个字，爽！
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这

群冬泳爱好者们，用清晨的冬泳，迎接2021

新春牛年。

成立于1979年的嘉定冬泳俱乐部，是
沪上最早的冬泳健身团队，如今注册会员

达390?名。即便是入冬之后，每天也有八
九十名爱好者前来锻炼。队长侯卫星自称

是俱乐部的后辈，他笑言：“我是2005年开
始冬泳的，俱乐部里的大多数会员，都是发

烧友，坚持冬泳几十年的前辈不少。”年纪
最大的阿婆张桂燕，已经82岁了，她是俱乐

部成立之初的首批会员，是中国科学院上
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工程师，在冬泳

杂志上经常发表文章。年前，俱乐部搞了一
次迎新春趣味运动会，给她颁发了一座冬

泳40年的纪念奖杯。对张阿婆来说，只要身
体健康，她会一直坚持冬泳，挑战自我。

其实，冬泳并非是老年人运动的专属，
去年以来，俱乐部注入了一股“新鲜血液”。

研究所的一批年轻的研究生、博士生跟着
导师们，也加入了冬泳的队伍，其中不乏落

户上海的“新上海人”，今年，他们响应就地

过年的号召，因为每天一场冬泳，这个春节

过得特别有意义。
在外人看来，冬泳只要有勇气就可以

了，不过，这里面大有学问。为此，新人加入
俱乐部后，俱乐部的老会员会指导并陪同，

帮助新人掌握冬泳技巧。“冬泳讲究科学
性。”队长侯卫星介绍道，“脱掉衣服后，不

能直接去室外，要让体温慢慢降下来，做些

伸展运动，再去外面吹吹风、热热身，然后
才能下水。游泳的时间不能长，上岸后要及

时擦干身体、喝姜汤，大家还会自带居家健
身器材，做些恢复性锻炼。”

令侯卫星自豪的是，俱乐部是一个相
亲相爱的大家庭：有人专门负责烧姜汤，凌

晨5点就到了；有人是持证救生员，一年365

天从不缺席；有人自愿打扫卫生、最后一个

离开。“为了维系冬泳的安全，大家义务工

作、不求回报。”泳池边有一块黑板报，齐整

漂亮的美术字“迎新年”，为冬泳队营造了
一丝过节的气氛，这是83岁的徐菊飞写的。

因为年纪大了，不方便冬泳，但他依然陪伴

大家，看他们冬泳，自己心里也暖洋洋的。
冬泳对人的心血管以及消化系统都有

很大裨益，可以帮助缓解释放压力，增强身

体对外界刺激的抵抗能力，被称为“心血管

体操”。“冬泳是要有点胆量的，而且不能中
断，一旦中断了，这个冬

天就不能游了，因为身体

不适应寒冷了。”嘉定区
游泳运动协会会长翟志

良说，“冬泳冷吗？怎么会
不冷，但是‘艰苦’几分

钟，精神好一天。”

本报记者 陶邢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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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于 1979年的嘉定冬泳俱乐部会员“后浪接前浪”

“艰苦”几分钟 精神好一天

扫码看
勇敢冬泳者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
“真是谢谢你们了，帮我落实了基本生活补
助和医疗救助。”家住虹口区凉城四村的救

护对象殷先生激动地对前来看望他的社区
救助顾问蔡芬说。记者获悉，虹口区凉城新

村街道聚焦社区困难群体，完善社会救助
服务体系建设，探索设立了26个（25个居民

区＋街道救助所）“社区救助顾问”服务点，

打通困难群众救助帮扶供需对接的“最后
一公里”，逐步形成社区救助工作保障网。

近年来，凉城新村街道以救助所工作
人员、居民区民政干部为核心，组建社区救

助顾问团队，建立完善“中心-?区-居民
区-困难家庭”四级（“1+4+25+N”）网格联动

体系，充分发挥街道救助所的中心辐射影

响力。邓女士居住在凉城新村街道汶苑三
居民区，是小区志愿者。邓女士去年被诊断

患有胰腺癌急需手术，爱人因此受打击脑
梗复发。因家属远在外地，两人的日常生活

无人照料，有别于以往急需经济救助的情
况，邓女士一家更需要生活照料和心理慰

藉。社区救助顾问得知她的病情后，立即联

系相关部门、居民区、社会组织拟定救助方
案，申请办理临时帮扶、长护险等政策，同

时发动社区志愿者，对邓女士救助，帮助她
用积极的心态面对困难。

打通救助供需对接“最后一公里”

虹口区凉城街道设立 26个“社区救助顾问”服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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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假日 生活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