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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今天，

春运进入第14天，由于绝大多数返

乡旅客会在春节假期开始前出发，

所以铁路在昨今两天迎来了节前客

流高峰。据统计，昨天上海地区铁

路发送旅客38.5万人次，为今年春

运以来单日最高发送量；今天上海

三大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33.6万人

次，其中上海站发送9.9万人次，上

海南站发送3万人次，上海虹桥站

发送20.7万人次。

记者从铁路上海站（下辖上海
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上海西
站、南翔北站、安亭北站、安亭西站）
获悉，今天上午安徽方向客流将继

续保持高位，铁路上海站按照“适需

安排、应急有备、精准匹配、梯次投

放”的思路，动态调整运能。今天上

海地区增开28趟列车，主要开往湖

北、江西、徐州、安徽等方向。

明天就是除夕了，上海站在“心

尚”重点旅客候车室开展送春联、送

“福”字活动，候车室里春意盎然；上海

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增加春运客

服专员、青年志愿者，为旅客提供问

询解答服务；上海南站、上海虹桥站

设置一窗通办服务窗口，让旅客在

退票、改签后重新购票时免于奔波。

此外，铁路上海站将进一步加

强疫情防控广播宣传，提醒旅客候乘

车全过程规范佩戴口罩，加强电梯扶

手、门把手、进站闸机、安检设备、卫

生间等重点部位保洁和消毒，全力做

好疫情防控和运力保障工作。

同时，铁路部门也再次提醒，客

流高峰请旅客注意保管好随身携带

的行李物品，防止有遗忘、丢失、错

拿行李等情况。春运前10天（1月
17日至1月26日），仅上海虹桥站
就捡拾到超过2000件各类遗失物

品，有在安检处被错拿的；也有被忘

在候车室座椅上、列车行李架上的；

还有一些钥匙、手机等小件物品被

随手丢在售票窗口上，买完票就忘

记带走的……

昨天铁路发送旅客38.5万人次，为今年春运最高

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祝您

老人家虎年身体健康，快乐幸福，越

活越开心！”普陀区曹杨新村街道党

工委书记许春辉、办事处主任殷路

群，上门来到曹杨一村百岁老人滕

文湘家中，向她拜年，并送上了街道

特定款新年“福”字和春联。今天上

午，“新村迎新年、共绘同心圆”迎春

纳福活动，在曹杨一村举行，居民们

一笔一画绘“虎”画，一起编织“中国

结”，包煮汤圆热腾腾，共品曹杨小

火锅，庆贺曹杨一村改造回搬后的

首个农历新年。

去年，曹杨新村作为新中国成

立后的第一个工人新村，迎来了70

岁的生日，新一轮城市整体更新、

旧住房成套改造、1499户居民顺利

回搬入住曹杨一村……

曹杨新村街道将位于曹杨一

村142号的“源园百姓会客厅”，打

造成一个“家门口”的社区公共空

间，通过搜集展示居民老物件、讲

述社区邻里故事、参与互动体验等

形式，进一步提升社区居民幸福

感。虎年将近，曹杨一村居民区干

部、社区居民用他们独特的方式，在

“源园百姓会客厅”一同度过这个有

温度、有质感、有年味的新春佳节。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曹杨影

剧院原美工师李树德，在现场示范

教学绘制民间工艺美术“虎”，耐心

指导居民绘画。上海非遗保护中

心专家委员会成员、上海工程技术

大学服装学院原副教授孙荪现场

手把手教孩子们编织象征美好祝

福和心愿的独特中国传统色彩的

“中国结”。社区书法达人坐镇现

场，挥洒自如地为大家写起了“一

帆风顺吉星到，万事如意福临门”

等美好祝福楹联。

上海人过年少不了热气腾腾

的汤圆，今年的新春汤圆由左邻右

舍一起包制。老老少少围坐一堂，

挽起袖子揉面团、放馅料、搓汤圆，

今年80多岁的张奶奶一边拉着居

委会干部的手，一边感慨地说：“阿

拉一道住在一村就是缘分，今朝能

和你们一起包汤圆真开心！”

随后，街道党政领导班子与居

民区书记、居民代表围坐一起吃起

团圆饭。第一道“硬菜”，是此前“网

红出圈”的曹杨小火锅。现场准备

的小火锅是于春节之际新推出的

“鸳鸯锅”——一半是红红火火、沸

腾不止的“经济锅”，另一半是清甜

鲜香、营养丰富的“民生锅”。

“小区焕然一新、舒适宜居，最

熟悉的街坊邻居还在身边。”近日

刚回搬的金阿姨开心地说，“今年

的春节是一个崭新的开始，这几年

曹杨正在向越来越好的方向发展，

我也是见证人之一，真是享福啊！”

曹杨一村居民庆改造回搬后的首个农历新年

包汤圆品火锅

新华社北京1月29日
电（记者 董瑞丰 李恒）针

对低风险地区返乡群众被

强制劝返和集中隔离等

问题，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综合组29日对执行防疫

政策明确提出“五个不得”，

并在国家卫生健康委官网

首页开设“春节返乡路”公众

留言板。

目前，我国本土疫情呈

现局部零星点状散发，但总

体疫情保持平稳。国际上疫

情持续高位流行，国内人员

跨地区流动和聚集性活动增

加，我国仍面临较大的外防

输入、内防反弹的压力。

针对近期有群众反映遇

到返乡受阻等问题，国家卫

健委新闻发言人米锋表

示，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综合组已进行核实，并及

时反馈地方要求立即整

改。对执行防疫政策再次

提出明确要求，概括起来就

是“五个不得”。

米锋介绍，“五个不

得”即不得随意禁止外地

群众返乡过年；不得随意

扩大限制出行范围；不得

将限制出行的范围由中、

高风险地区扩大到所在地

市及全省；不得对低风险

地区返乡群众采取强制劝

返、集中隔离等措施；不得

随意延长集中隔离观察和

居家健康监测期限。

“指导各地统筹做好

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群众

返乡。疫情防控需要力

度、需要速度，更需要温度

和精度。”国家卫生健康委

疾控局一级巡视员贺青华

表示。

此外，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综合组在国家卫生健

康委官网首页开设“春节返

乡路”公众留言板。群众在

返乡途中遇到的“层层加

码”等问题，可在留言板反

映，相关部门将认真核实、

督促整改。

为防止疫情防控“简单

化”“一刀切”，米锋表示，各

地要加强应急值守、快速反

应，既要科学精准落实防疫

措施，又要对群众饱含温

情，解决实际困难，让广大

群众度过一个健康、欢乐、

祥和的春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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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临近，如何安全采买年

货？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送上

“三字诀”，注意“人物同防”。

线上采购篇
选正规：选正规电商或防控

措施落实较好的超市。

挑产地：尽量减少购买境外
商品，不买来源不明的冷链食品，

谨慎购买国内中高风险地区和涉

疫地区产品，多关注检验检疫等

相关信息。

少接触：查收快递时提倡戴
一次性手套。推荐通过快递柜或

无接触方式收取快递。

户外拆：尽量在户外拆包，拆
下的内外包装按照生活垃圾分类

要求及时妥善处理。

要消毒：确需带入室内时，可

用合规的消毒湿巾或消毒喷雾对

包装进行全面消毒。

勤洗手：注意手卫生，收取和
拆包过程中，不要用脏手触摸眼口

鼻；处理完包裹后，用流动水洗手。

线下采购篇
做计划：避开高峰时段，尽量

缩短购物时间。

须防护：商场内全程戴口罩，
尽可能走楼梯或乘坐自动扶梯。

少接触：结账时，保持社交距
离，优先选择无接触付费方式。

讲卫生：咳嗽、打喷嚏时用肘
部或纸巾遮掩口鼻,分泌物用纸

巾包好后扔进垃圾箱，尽快洗手。

快清洁：到家后，将外套、鞋
子等置于通风处，及时清洁双手。

本报记者 郜阳

年货采购要注意什么
记牢市健促中心的“三字诀”

左邻右舍

虹口区嘉兴路街道“藏字春联”活动年味浓

获居民书写春联留沪人员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今天

上午，不少乘坐上海地铁的市民

发现，Metro大都会App的乘车二

维码“变红”了。许多乘客表示，

看到“红码”吓了一大跳，在检查

健康码后才发现是虚惊一场。

记者随即联系了上海申通地

铁公司，地铁运营方表示，Metro

大都会App当日对新春中国红主

题二维码进行试点上线，原意是

为了迎接虎年到来，营造传统佳

节的喜庆氛围，没想到给乘客们

带来了不便。截至上午10时，二

维码已恢复至原先版本颜色。

地铁二维码“变红”虚惊一场

■ 居民一起包汤圆迎新年 本报记者 张龙 摄

本报讯 （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袁玮）“这个‘福’字写得真

好，福虎生威……”今明清洗保洁

有限公司文职员工陈莉老家在安

徽淮南，她拿到由虹口区嘉兴路街

道居民书写的春联和“福”字很是

惊喜。据悉，日前，该街道辖区内

各企业单位外地留沪过年人员都

拿到了居民们书写的3000多对春

联和“福”字，一场在嘉兴路街道举

行的“藏字春联迎新年 ·送春联”活

动显现出了浓浓的年味。

嘉兴路街道这几年旧貌换

新颜，居民们感恩于新生活，在

街道支持下每年举行书写“翰墨丹

青溢书香，藏字春联迎新年”主题

系列活动，目前已连续举行11年。

今年由于疫情原因，嘉兴路街

道辖区内许多企业外地员工留沪

过年。街道举办春联文化系列活

动之一“征春联”环节，面向社区广

泛征集原创春联，要求以“蓝图、奋

进、美好、宜居”四组关键词的任一

组进行藏字春联创作，更贴近居

民、贴近留沪过年人员。嘉兴路街

道相关负责人介绍说，征春联活动

得到积极响应，部分高校中文系教

授等对1317条入围作品按四组关

键词评选出“优秀奖”“入围奖”。

原上海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生

导师林建福告诉记者，他每年都参

加藏字春联评选活动，这些春联很

接地气，读来令人感动。

同时，嘉兴路街道红叶书画院

120余名书画家们和居民书写好

3000多对春联与“福”字，赠送给留

沪过年的外来人员等。大家收到

春联很开心，表示要为建设美好家

园共同努力。据悉，嘉兴路街道社

区文化活动中心、居委会综合文化

活动室假期期间全部开放，为留沪

人员提供一个休闲娱乐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