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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温酷暑、奥密克戎，都拦不住“加梯
大事”。
市民丁良才做了一辈子文物保护，退休

后做起业委会主任，在恭房小区，72家房客都
认识这位推动老楼加梯的老先生。

2018年，恭房小区5、6号楼新装电梯竣
工，实现黄浦区多层住宅加装电梯“零的突
破”，五里桥街道向恭房小区全体居民颁发
“最佳自治精神奖”。今年该小区加梯工程继
续，不同以往，申城老楼加梯遇见“云治理”。
一边抓抗疫，一边保民生。2000台，是

今年申城老楼加装电梯的既定目标。疫情之

下，加梯计划，如何推进？“云治理”，来啦！
3月25日，丽园路881号、斜土路486弄

两处封控小区，在抗疫吃劲的时候，迎来好消
息——加装电梯工程设计方案规划如期公
示！面对本轮疫情严峻形势，黄浦区启动各
项应急预案，率先探索线上办公——既有住
宅加装电梯工作手册4.0版问世，其中重点
是推进全程网办和电子签章模式。
老楼加梯规划审批环节，项目经办人是

“关键人物”，碰到疫情，若“关键人物”也在小
区封控，有了电子签章，规划审批就能不停
摆。加梯“电子签”，到底怎么做？首先，电梯
公司线上提交材料，规划管理部门结合前期
踏勘结果，同步推进线上审核和方案预审，然
后由电子签章替代传统纸质盖章，实现全程

线上受理、办理、发送成果。总之，有了“电子
签”，就算加梯“关键人物”居家办公，也不耽
误推进加梯大事。
老楼加梯遇见“云治理”，规划有“电子

签”，社区则有“楼组群”。2020年以来，新冠
疫情袭击不断，可生活还要继续，丁良才和邻
居们拿住“最佳自治精神”，继续尝试老楼加
梯“云治理”——加梯流程一步步走，不少细
节要在“楼组群”协商完成。
众所周知，本轮抗疫以来，实名制的楼组

群应运而生！楼组是社区治理最小单元，而
楼组群就是最小治理单元的“云治理”——做
核酸了，发抗原了，报名楼组志愿者了……抗
疫信息发布、物资保障通知、邻里互助交流、
公共卫生科普，全都“群”里见；这种行之有效

的社区治理新平台的高效率、权威性，已经受
抗疫实战的充分检验。
数字时代，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

代化，基层治理自然会有新的时代特色，楼组
群正成为居民区党总支领导社区自治、践行
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途径。
非常之年，抗疫、加梯，两不误。来自上

海市房管局的信息显示，既有多层住宅加装
电梯持续提速，今年有望完成加装2000台以
上，截至6月底已开工1813台，423台完工
投入使用。
老楼加梯，典型的城市微更新，改善的是

居住品质，提振的是生活信心。无论何时，信
心都比黄金还要珍贵。当老楼加梯遇见“云
治理”，这种信心更有底气！

老楼加梯遇见“云治理”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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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殓具 难得一见
说到南越，现代人可能知晓不多，但说

起它的君王则赫赫有名。首位南越国主赵

佗本是秦始皇麾下悍将，率师五十万征

南。公元前203年，秦末大乱，赵佗隔绝五

岭，自立为王，在岭南建立第一个地方政权

南越。《史记》《汉书》都曾记载赵佗鼓励当

地人“行舟致远”，国都番禺（今广州）更成

为南海之滨的著名都会和舶来品集散中

心，是古代中国的主要商港。

赵佗享国甚久，到公元前137年才逝

世，“熬”过秦汉数代帝王，连他的儿子都没

活过他，于是王位便由赵佗之孙赵眜继承，

是为南越文王。但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大

一统的西汉王朝最终在公元前111年平定南

越，历五世共93年的南越国消失在历史中。

经过两千余年的寂静，1983年6月的

一天，在广州象岗山，有人在挖掘时发现异

样，立即上报相关部门，南越王赵眜墓意外

地重见天日。受后世朝代更替和战乱影响，

重见天日的两汉诸侯王级墓葬几乎“十墓九

空”，而赵眜墓难得地躲过盗墓者袭扰（考古

工作者曾在附近发现这帮“摸金校尉”的踪

迹），陪葬文物保存完整，堪称岭南发现的墓

主身份最高、规模最大、文物最丰富的汉

墓。2021年，南越王墓与南越国宫署遗址

一同入选国家“百年百大考古发现”。

本次展览中，赵眜下葬时身穿的丝缕

玉衣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唯一形制完备的丝

缕玉衣。“玉衣是汉代皇帝、诸侯和高级贵

族所特用的殓具，由大量玉片穿缀而成。

由于年代久远，出土时丝缕已经腐朽，玉片

散落，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专家经过近三年

复原后的状态。这件玉衣形制完备，分为

头套、上身衣、袖筒、手套、裤筒和鞋等6部

分，共10件，使用了2291块玉片。”展览策

展人蔡亭亭告诉记者，这件玉衣的款式也

很特别，为对襟形式，是此前从未见于文献

和考古发掘的新品种。

玉璧艺术 影响冬奥
“凿山为藏”的南越王墓石室墓，建筑

面积约100平方米，按“前朝后寝”的布局共

分7间。前半部分是前室和东、西耳室，后

半部分是主棺室，东、西侧室及后藏室。据

介绍，秦汉时代，玉器备受追崇，所谓“谦谦

君子、温润如玉”，在庞大的南越王墓里，除

去丝缕玉衣，还有大量珍贵的双身龙纹青

玉璧出土，光墓主棺室棺椁头箱内，就有七

块叠置，放在一个盛满珍珠的漆盒上。

“南越王生前显贵，身后依然希望能把

无上荣华带入另一个世界。南越王棺椁内

外共出土玉璧49件，其中有的放置在南越

王头顶部位，玉璧中有孔，古人相信以此可

以导引主人灵魂升天。”在蔡亭亭的介绍下，

记者再仔细观察，发现璧面纹饰分为三区，

内外区阴刻双身龙纹，中区为篱格涡纹。“许

多人有所不知，这也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金

牌设计灵感来源之一。”蔡亭亭描述着。

高级“吃货”快乐时光
有趣的是，在主棺室后面的后藏室里，

考古学者发现了不少与饮食相关的文物，可

谓“御厨珍馐”。得益于海洋环境和对外贸

易，南越国的饮食资源极为丰富，形成别具

特色的饮食文化传统。仅从这些文物里，后

人也能一窥古代“吃货”们的快乐时光。

从墓中出土的各式烧烤用具及四件不

同规格的烤炉看，南越王生前酷爱烧烤。

其中，一件方形铜烤炉造型罕见，是十分珍

贵的汉代烧烤器具实物。此外，铜挂钩也是

“烧烤之友”，用于悬挂食物，使用时将钩挂

于高处，在铃内注水，然后将盛食物的器皿

挂在钩上，防止蚂蚁爬进去吃挂钩上的食

物，用今天的粤语讲，这叫“激（气）死蚁”。

在南越王墓中，还出土了鼎、烤炉等大

量不同种类的食器与辅助器具，表明当时

的烹饪方式至少已有烤、煎、煮、蒸等，从中

可见当时宫廷对宴饮的喜好，令人联想到

昔日“钟鸣鼎食”的壮观场面。

除了展示文物外，航海博物馆还在展

厅里安排了投影、视频、音频等多媒体，并

充分利用展品元素与道具，打造多个极具

氛围的沉浸式小场景，与文物相得益彰，兼

具趣味性与观赏性。据悉，本次展览由中

国航海博物馆与南越王博物院联合打造，

从7月1日起开展，为期近3个月，邀观众共

赴一场考古盛宴，感受两千多年前开放多

元的南越文明与海洋文化。

本报记者 宋宁华 实习生 李胤辰

年잧쓪“衣싆폱틂”二튻컞뛾
航海博物馆뻙냬“大汉海붮：南越航海文明展”

今天是中国航海日，
位于上海临港的中国航
海博物馆，特别的展览刚
刚上新。来自两千多年
前南越二世王赵眜墓内
的珍贵文物首次来沪展
出，包括国内迄今唯一完
备的丝缕玉衣，让人大饱
眼福。要知道，跨越秦汉
两代的南越古国正是东
方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之一，是中国海洋文明的
重要组成部分。

■ 炉탎춭뾾슯

■ 璧짭쇺컆쟠玉璧

■ 衣맺웹뷱랢뻲돶뗄캨一一쳗탎훆췪놸뗄쮿싆玉틂

上午7时30分刚过，静

安区富民路43号华东模范

中学门口，考生和家长早早

就来了。和别的考点略有

不同的是，门口迎考的考务

老师都身穿大白防护服，考

生们也收到一张应急考点

的温馨提示。

因上海仍有零星新冠

阳性和无症状病例发生，市

教育部门在各区都设有专用

应急考点，专供密接或管控

小区考生“专人专用”，华模

就是静安区应急考点。“如此

细致的安排，让我们吃下‘定

心丸’。”多位送考家长说。

“第一批应急考点考生

名单是昨天下午3时确认

的，第二批考生名单直到昨

晚9时才确认。疫情防控

随时变化，比如，有的考生

昨晚突然实行管控，有的考

生今早解封，这都让考生人

数、考场数量、监考老师安

排存在不确定性，需要及时

调整。”华模校长徐怡敏说，

今年该校是静安区中高考

应急考点，有了之前高考经验，这次中考安排更从

容。“迎考和考试期间，考点里所有考务人员、监考

老师要做好二级防护，穿上大白防护服；所有考生

都需要通过‘点对点’的交通路线，直接往返家和考

点；每个考场考生数量不得超过10名；每场考试间

隔期要对试卷、考场做一次消杀处理等。”

这几天，上海遭遇罕见高温，学校也制定了防

暑预案。“因考点特殊，老师要身穿大白、考生要全

程佩戴口罩，炎热天气里易发生中暑。一方面，学

校卫生老师和疾控驻点医生随时待命，另一方面，

考场也配备电扇、空调等降温设备，确保气温维持

在25℃到26℃，确保良好的应考环境。”徐怡敏说，

学校还在冰箱里面冷冻了人均一瓶的小瓶矿泉

水，万一出现断电等突发状况，起物理降温作用。

“我们原本在风华初级中学考试。上周末因

为小区管控，临时接到老师的通知需要更改考

点。”新中初级中学的小陈（化名）妈妈说，为了不

耽误赶考，今天早晨6时25分，他们就出门了。“接

到通知时，大人和孩子都有点紧张和不知所措，但

是，老师的安抚电话马上就紧跟而来，今天班主

任、校长都亲自赶到考点门口送考。”

在华模考点门口，有位年轻送考家长面孔惹

人注意。小张是静安区的一位准高三生，今天他

代替忙于工作的父母送弟弟参加中考。“我们兄弟

俩关系一直很好，因此，他点名要我来送考。”两年

前，小张有过疫情后参加中考的经历，“人生会遇

到各种各样的状况，坦然面对，不用紧张”。

为了给考生做好考场指引，华模还开通一条

考点热线，由学校负责考务的老师24小时接听。

考点周边如何停车？家住得太远，中午没地方午

休怎么办？考场有没有空调？……求助电话一个

个打进来，接线老师的电话打得发烫。小陈（化

名）妈妈感慨道，正是多亏了考点的细致安排和人

性化提醒，缓解了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孩子们也能

安心考试。 本报记者 马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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