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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邻居都来串门了
昨天一早，灵新小区几位居民相继赶到

45号楼下，跟随楼组长史海庆进入电梯体

验：“电梯运行很稳。”“轿厢内没噪声。”……

当电梯稳稳停在5层时，史海庆第一个走出

电梯，往下走8级台阶，推开自家房门，扶出

91岁老母亲贺琴珍试乘新电梯。贺琴珍乐

呵呵地说道：“按一下，电梯就会得来。老

好，享福了……”

更让老人开心的是，新电梯投入使用

第一天，她就迎来3位串门的老邻居。

史海庆说，新电梯投入使用后，这些八九

十岁的老人可以一起养老，日子过得更

有滋味了。

不远处，广中四村20号楼电梯刚刚建

成投入使用，也成为全小区的一件大喜

事。虹口区广中路街道新虹居委党总支部

书记周琦特意赶来，询问6楼一户居民是

否需要爱心轮椅推长期卧床的老人下楼，

没想到老人的子女已提前买好了轮椅。

“这部电梯是我们小区第一台电梯，当

初征询意愿时，我表示不支持。”这楼栋的

2楼居民罗杏娟说，她身体非常好，上下楼

走16级台阶对她来说一点不吃力，并且认

为是一项很好的健身运动，因此一开始并

不支持安装电梯。不过，她的丈夫告诉她，

低层居民不能只考虑自己，楼上还有十多

年未下楼的老人需要电梯，而他们自己也

会变老行动不便……听完丈夫的劝说，罗

杏娟在征询单上签下“同意”。如今，看着

楼上老邻居下楼聚在一起晒太阳，罗杏娟

非常庆幸自己改变了决定，“一部电梯”让

他们又找回老弄堂的邻里温情。

多部电梯同时开工
今天上午9时，灵新小区响起了一阵

阵冲击钻声，十多名工人分别在3个居民

楼正门前破土撬砖。围观的低层居民不仅

没有怨言，甚至主动充当安全宣传员，提醒

过往居民注意安全，远离雪糕筒路障。看

着低层居民为加梯做了很多志愿服务，代

建企业工人也主动登记，看哪户有行动不

便的居民需要代“跑腿”、哪户居民有小修

小补需求……

“小区正在进行‘美丽家园+’建设，包

括‘+加装电梯’工程。”虹口区广中路街道

灵新居委党总支书记庞坚刚介绍，这两个

工程相结合，不仅可以压缩施工工期，还可

以降低成本、减轻居民负担、减少扰民问

题。“今天，多部电梯同时开工，正是因为小

区第一台电梯的示范作用，让更多居民了

解了加梯的政策、程序，真切感受到了生活

品质的提升。”他补充道。

“第一台电梯成功建成，为我们推进整

小区加梯积累了很多经验。”周琦介绍，广

中四村20号楼从意见征询到正式开工，足

足用了7个月。其间，居委会召开了8个沟

通会，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于居民意愿

沟通和协调。后来，他们逐渐摸索出更高

效的“党建引领+居民自治”工作方式，发

挥楼栋内党员核心作用，搭建居民自治平

台，让居委会、居民、电梯代建公司等面对

面沟通，并运用于海虹小区23号楼，在3个

月内完成所有前期准备工作。

“样板梯”的经验将在更大范围内推

广。“居民们看着家门口的广中四村20号

楼、海虹小区23号楼相继成功加梯，纷纷

走进居委会，表达盼望加梯的意愿。”虹口

区广中路街道新虹居委主任徐政介绍，

2022年，他们计划将原本的“接力跑”加梯

计划升级为“并肩跑”，在海虹小区推进整

小区加装电梯工程，尽早满足居民美好生

活需求。 本报记者 杨玉红

“样板梯”用上了 新电梯开工了
沪上多个零星加梯小区将加梯“接力跑”升级为“并肩跑”

国产动漫片《雄狮少年》在全国电影院

上映已有两个多星期，外界反响和口碑不

错。豆瓣评分8.3、淘票票评分9.3，影片上映

之前的点映好评如潮，在豆瓣甚至领衔2021

年度评分最高的华语电影，一部“传统+现

实”的高分国漫似乎就此诞生。

但与高口碑形成反差的是，《雄狮少

年》的票房却不尽如人意。上映18天，同天

上映的电影《误杀2》口碑尽管不如前作，票

房却已突破9亿元。而媒体映前预测票房

将破10亿元的《雄狮少年》，至今票房2亿

元左右。

一边是诸多电影售票平台的高评分，以

及“大V”、大号诸如“今年最好的国漫”的评

价，一边却是首日票房千万元、累计约2亿元

的现实，不免让人有些嘘唏。

不可否认，《雄狮少年》的制作确实用心

良苦。影片没有靠神话元宇宙的瑰丽奇幻

和战斗大场面吸引人，而是以舞狮所代表的

真谛、舞狮文化传承的精神去感染观众。央

视新闻在点评《雄狮少年》时这样说道：它表

达了文化自信，传播了民族精神。

可以说，《雄狮少年》是一部很激情、很

热血的影片，有文化传承，制作也很精

良。但某种程度上，它成于“现实”，也败

于“现实”。

动漫电影的受众基础是孩子，他们更容

易被“孙悟空”“哪吒”或者变形金刚、奥特曼

这些无所不能的传奇人物所吸引。《雄狮少

年》的题材选择了一个原创形象，相比传统

神话IP，确实少了些“路人缘”。此外，在剧

情的编排、人物的设计等方面，也有值得推

敲斟酌之处。

不过，《雄狮少年》对于国产动画电影还

是具有一定影响，其最大意义在于拓宽了题

材范围，更新了技术表现力。它的出现，引

导市场看到了古装、神话、武侠以外的传统

民间艺术题材。尽管会遇到很多困难，却

总要有人去带路。

于国漫而言，这条创新之路，需要探索

的路程还有很远。毕竟，中国的动漫电

影，不可能年复一年去演绎“齐天大圣”和

“哪吒”的神话故事。

本报讯（记者 郜阳）市卫
健委今早通报：2022年1月2

日0-24时，上海新增本土无症

状感染者1例。

该无症状感染者，66岁，

系1月1日报告的三例在健康

监测期间发现的境外输入确诊

病例的密接人员，即被落实集

中隔离医学观察，其间核酸检

测异常，经市疾控中心复核为

阳性。经市级专家组会诊，综

合流行病学史、临床症状、实验

室检测和影像学检查结果等诊

断为无症状感染者。

目前，已追踪到该无症

状感染者在本市的密切接触

者5人，均已落实集中隔离观

察。截至今日8时，累计排查

管控相关人员4653人，核酸

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采集环境

样本85件，核酸检测结果均

为阴性，相关环境均已落实

终末消毒。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境外

输入性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涉

及区域不划定疫情中高风险地

区。再次提醒大家继续加强自

我防护，坚持“防疫三件套”，牢

记“防护五还要”。

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
者 袁玮）“这是最好的新年贺礼！

梦寐以求的电梯梦终于在新年第一

天圆满了，这下我们老年人再也不

用爬楼梯了。”元旦这一天，家住巴

林路41弄6号601室的杨孝强早早

来到开工现场，用手机拍摄加梯施

工过程，再发给亲戚朋友，告诉大家

这一好消息。记者从虹口区曲阳路

街道了解到，巴林路41弄4号、6号

和巴林路61弄12号共3台电梯集

中在新年第一天开工。

2021年，曲阳路街道新增签约

57台、通过征询57台、开工23台、

完工25台加装电梯。目前，曲阳路

街道辖区内在用、在建、在审加装电

梯达到100台。

经过多年摸索，曲阳路街道从

一楼一梯推进的1.0版，到“整居委”

模式推进2.0版，再到“整街道”模式

推进的3.0版，形成了一套“五心”加

装电梯工作法：红心、用心、公心、省

心、安心，即党建引领“红心”、代建

企业“用心”、加梯过程“公心”、流程

环节“省心”、加梯工程“安心”。

街道负责人表示，加装电梯是

一项民生工程，也是老百姓热切期

盼的大事，街道今年将持续加大推

进力度，将加装电梯作为重要抓手，

提升居民满意度和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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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在欣赏文艺演出，还是在

观摩体育比赛？恐怕没有多少人能猜

出这张照片上的人在干什么。

这张照片拍摄于1992年夏天的

上海文化广场。密密麻麻的人群翘首

以盼的，是一张进入股市的准入证

——股东卡。1992年，火爆的股市造

成大量市民想开户入市，但办理股东

卡的地方场地狭小，根本容纳不了那

么多人。于是，有关方面想出一个办

法，在文化广场开设一个临时股票集

市，对买了新股认购证中签要开户的

新股民发放股票磁卡账户。消息在

《新民晚报》刊登后，引发巨大反响。

要想得到这张小小的磁卡，要排上一

天一夜的队，才能如愿以偿。现在的

新股民怎么也想象不出照片上这样的

场景，买股票不光是智力考验，还是个

体力活。

新中国证券市场的起步，始于

1986年9月26日在上海开设的静安

交易柜台，当时挂牌的股票只有2

只。从1986年的2只股票到现在光A

股就有4300多只，短短30多年，上海

证券交易所去年的规模已跻身全球前

五，速度惊人。这个发展历程，正是中

国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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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在“样板梯”的带动下，虹口区灵新小区又有3个加装电梯

工程同时开工，变“接力跑”为“并肩跑”。为了让更多“望梯兴叹”的居民

尽早加入“有电梯房”一族，元旦小长假，沪上多个零星加梯小区的加梯工

程持续“提速”，把民心工程办成备受居民欢迎的暖心工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