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月14日，又是最高气温跨越

40℃的一天。天大热，人大干。早

上五六时，蓬莱路上，搬场车一溜排

开，锅碗瓢盆、家电家具……纷纷跟

着主人告别老宅、奔赴新居。

蓬莱路地块，黄浦区最后一个

大体量成片二级以下旧里房屋改造

地块，堪称老城厢旧改“收官之

作”。昨天是蓬莱路地块旧改征收

一期搬迁奖励截止日，刚刚经历了

大上海保卫战，人们面对旧改的心

情就像盛夏的天气——热火朝天！

战斗力
“小电驴”与时间赛跑
上午8时，蓬莱路374号，老西

门街道小西门居委会，人来人往。

顾佳怡，小西门居民区党总支

书记，年轻的“小巷总理”。眼下，她

和同事们一边抓抗疫，一边忙征收。

顾佳怡有一辆“小电驴”。今年

四五月间，蓬莱路上有一道独特的

风景：全副武装的“大白”小顾骑着

“小电驴”，一趟趟驮着感染居民去

方舱，与病毒赛跑，“小电驴”跑出了

不一般的战斗力。

鏖战奥密克戎，顾佳怡带领8

名社工服务居民一路打拼，居委会

9人无一“中招”，战斗力爆表。“如

今，加速旧改征收同样需要战斗力，

尤其是在酷暑天。”说话间，顾佳怡

又跨上了她的“小电驴”。

原来，旧改事务繁琐，要时常在

居委会和征收基地之间跑动。河南

南路681号，旧改征收基地。从居委

会到征收基地，骑上“小电驴”飞奔5

分钟，就已浑身汗水湿透。

不跑，不行啊。这个“收官之

作”，涉及10个街坊4600多个权证

居民，居民的旧改愿望强烈。去年

12月，一轮意愿征询以98.35%的高

比例顺利通过；二轮征询今年3月下

旬通过；然后，大上海保卫战来了。

失去的时间，要抢回来。小西

门居委会涉及旧改居民758户，到

昨天已搬场734户，剩余24户。所

以，“小电驴”要继续飞奔起来，跑出

酷暑天的“旧改速度”。

成就感
“收官之作”拿出好作品

中午时分，在旧改基地，一群人

正忙得不亦乐乎。

60后刘蕴、80后陈君彦、90后

唐宇飞，是黄浦区第三征收事务

所的工作人员，职务分别是大组

长、组长、经办人。在这个团队里，

“老法师”带着年轻人，赶进度、抢

时间。

自2020年入行至今，24岁的唐

宇飞不再是业务“小白”，有一点小

唐很清楚：阳光征收，时间就是金

钱。一期搬迁奖励，每张房证全额

奖励是50万元，过了截止期限，在

接下来的一个月里，奖金每天都在

减少。如何让居民配合征收，最大

限度拿到奖励？“信任！争取居民的

信任，至关重要！”唐宇飞说。

有一位旧改居民，也姓唐，70

来岁，独居，以捡拾垃圾为生。当小

唐遇见老唐，一声“老伯伯”，拉近了

距离；再跑前跑后，帮忙做事。老人

家说，征收的事交给小唐，放心。

如今，小唐遇到的一个现实问

题是：阳光征收，赶时间和最大限度

保障居民利益之间、坚守规则和人

性化操作之间，如何平衡？

在征收基地办公桌上，有一份

情况说明。一户居民患尿毒症，每

周三次血透，受疫情影响，搬场时间

需要延缓，居民承诺在8月12日前

腾空交房，如有延迟，自愿承担责任

和损失。这样的情形，能不能拿到

50万元全额奖励？

“老法师”们的答案是，依照流

程审批，可以；而且在50万元之外，

大重病另有3万元补贴，也就是说，

只要遵守承诺，这户人家就有53万

元全额奖励。这样的答案，让小唐

很舒心。

“非常时期，收官之作，拿出好

作品，不容易，一定要更努力，收获

成就感。”从业30年，“老法师”刘蕴

的心得也是心愿。

小唐希望自己也能像“老法

师”那样，收获成就感。怎么收获

呢？“征收基地晚上9时下班，要

是居民到点还没办完手续，那我

就陪着继续办，酷暑天，要让居民

少跑路，能一次办好就一次办

好。”小唐说。

本报记者 姚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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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本贯通”很火爆 理性思考再填报
专家：不要仅冲着文凭而去，要考虑到孩子的兴趣和职业规划

考훐뾼观察

蓬莱路地块，黄浦区迎来老城厢旧改“收官之作”——

“小电驴”飞奔，跑出“旧改速度”

本报讯（记者 鲁哲）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今天公布，根据国

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并经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财政部批准，从2022

年1月起，本市对2021年底前已按

规定办理退休手续并按月领取基本

养老金的职保退休人员增加基本养

老金。

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

统一采用定额调整、挂钩调整和适

当倾斜调整相结合的办法，具体为：

一是每人每月增加60元；二是按本

人缴费年限（含视同缴费年限），每

满1年每月增加1元，增加额不足

15元的，补足到15元；三是按本人

2021年12月份按月领取的基本养

老金为基数，每月增加1.9%；四是

对2021年底前年满70周岁、75周

岁和80周岁的人员，每人每月分别

再增加25元、35元和45元。

同时，本市从2022年1月起调整

城乡居保基础养老金，每人每月增加

100元。增加后，本市城乡居保基础

养老金标准（含中央确定的基础养

老金最低标准）为每人每月1300元。

上述增加的养老金，企业退休

人员和城乡居保按月领取养老金人

员于7月20日，机关事业单位退休

人员于7月27日通过相关银行、邮

局发放到领取养老金人员的账户

中。疫情期间，请广大退休人员尽

量避开高峰时段前往银行、邮局营

业网点等领取，避免集中前往。

市民咨询请拨打上海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咨询电话12333。

退休人员和城乡居保人员增加养老金

录取30人，报名960余人，录取

率不到1/30！今天上午，上海市杨

浦职业技术学校与上海师范大学首

度联合开设的中本贯通学前教育专

业开始为期两天的在线面试，由两

校专业教师和一线幼儿园园长组成

的评委，将对所有学生从才艺特长、

言谈修养、专业素质等方面作全方

位考量。

招生的火爆，和近年来越来越

多初三考生家长发现“中本贯通”在

升学路径上的优势不无关系。不过

专家提醒，选择“中本贯通”不要仅

仅冲着文凭而去，要先问问孩子是

否对未来职业方向有想法和规划。

职业教育是分类而非分层

同样经过三年学习，升学结果

可能也相差无几。一是在高中和

“3+3”一共6门高考学科进行“殊死

搏斗”，二是进入职业学校学习，适

度降低文化课要求，辅以一技之

长。对于一些学科学习并不具有显

著优势，或者部分学科略有“跷脚”

的学生来说，后者不失为一种更为

明智的选择。这也使得这两年本市

中本贯通专业的录取分数线水涨船

高，不少已经超过了一些家长心目

中“区重点”高中的水平。

“很多家长看中的是最后一张

本科文凭，而我们更希望通过中本

贯通专业的创设，引导一种教育理

念，那就是职业教育是分类而不是

分层。”上海市教育功臣、杨浦职校

校长卞建鸿说。上师大学前教育专

业成立于2002年，是上海市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杨浦职校是国家级

重点院校，也是上海市艺术特色教

育学校，于2009年开设了学前教育

中职专业。学前教育具有特殊性，

要求教师是多面手，能唱会跳，具有

良好的艺术素养。这些不少都是

“童子功”，本科四年的培养，对于提

升准幼儿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和艺

术综合素养显然是不够的。中职和

高校的“联姻”，恰恰弥补了这方面

的不足。

要想清楚是否真的感兴趣

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和上海视

觉艺术学院、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合

作的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以及和

上海外国语大学贤达经济人文学院

合作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一直是

家长眼中的“香饽饽”。

不过，上海市信息管理学校校

工会主席、资深教师喻蕾强调，填报

志愿时请务必理性思考。“升学前景

固然值得期待，家长和考生也一定

要想清楚，对这个专业是否真的感

兴趣，是否真的愿意将所选择的作

为未来的职业发展方向。”

就拿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来

说，其培养目标为“多学科基础的现

代文物保护与修复复合型人才”。

学生完成三年中职阶段学习后，进

入上海视觉艺术学院，同时可以选

择上海应用技术大学的辅修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材料修复）”，这

意味着学生可以拿到双学位，怀揣

两大技能：传统技艺能力和科学分

析能力。而在升入本科之前，所有

同学都要接受严格的“转段考试”，

其中专业实践考试占重要比重。

这个春天，原本应该在修复室

积极备考技能转段的文修三年级学

生，只能在家备考。令老师们感动

的是，为了克服原材料不足等问题，

同学们想尽办法。“函套”是一种古

籍护具，制作时需要用到纸板、布

料、糨糊、美工刀、切割垫等材料。

疫情封控期间，有人为了制作一份

合适的函套内胎，拆开牛奶盒、瞄准

垃圾房，甚至拿出珍贵的食物只为

和邻居换一个厚实的纸箱。老师担

心没有“骨别子”，谁知在同学们的

奇思妙想之下，吸管做的塑料别子、

卡纸做的纸别子、费力打磨竹筷再

钻孔的竹别子、热熔胶别子等应运

而生。相反，如果孩子本身动手能

力不强，或者对文物本身并没有很

强烈的兴趣，学习效果肯定会大打

折扣，而整整七年学习自己不喜欢

的专业，对孩子来说，也并不幸福。

喻蕾提醒，这两天，不少家长

致电咨询是否可以将中本贯通和

中高职贯通作为“保底”，事实上，

这两类贯通专业都属于提前招生

批次，并不存在“保底”一说，家长

请慎重考虑。 本报记者 陆梓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