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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社科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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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普陀长寿路街道
迈开腿 张开嘴 敲开门
“阿公，吃了吗？寒潮要来啦，你尽量不

要出门啦！有什么需要，你打电话给我。”寒

潮来袭，普陀区长寿路街道正红里居民区党

总支书记潘翔，前往高龄独居老人、孤老、失

独老人家中嘘寒问暖。

在一次家庭纠纷的协调过程中，潘翔注

意到97岁的高龄老人翟阿公生活难以自理，

便时常上门帮忙、陪老人聊天。恰逢寒潮，潘

翔上门慰问老人，先检查了空调、取暖器等是

否能正常使用，再仔细倾听、记录下老人冬季

所需物品，最后反复叮嘱老人注意用电安全。

为了让辖区老人平安过冬，长寿路街道

从社区工作者到“老伙伴”志愿者纷纷行动。

例如，知音苑居民区的居委班子成员和志愿

者兵分几路，上门探望并关照独居老人和孤

老，反复叮嘱注意防寒保暖和用电安全，并送

上即食粥、焖饭等食物和薄毯，暖胃、暖身又

暖心。普雄路居民区志愿者迈开腿、张开嘴、

敲开门，走访慰问社区内的独居、高龄老人，

耐心倾听老人的需求，并检查老人家中的空

调取暖设备。“真是太贴心了，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心里暖暖的。”老人感谢志愿者帮忙。

养老机构里的老人也是街道重点关心对

象。在寒潮到来前，街道督促辖区内各养老

机构强化责任落实，开展用电、用气、用火风

险隐患自查，全力做好防范和应急处置，做好

防冻保暖工作。同时，日间照料中心及时检

修相关设施，确保正常运行，以满足老人的日

常取暖需求。

金山张堰镇

上门再走一走才放心
“今天降温了，我要去看看这些老人。”虽

然前几天已经走访过结对老人，叮嘱他们做

好保暖工作，但昨日凛冽的寒风还是让62岁

的金山区张堰镇“老伙伴”志愿者蔡微轶有些

担忧，她决定再上门走一趟。“我们相互留有

电话，但除非实在没空，一般都选择上门走

访，因为能直接了解老人的身体状况，还能陪

他们聊天解闷。”蔡微轶说。

2020年，蔡微轶成为“老伙伴”志愿者，与

富民居民区5名80岁以上的老年人结对。从

陌生到熟悉再到亲近，她把这些老人当作家

人，而老人们看到她来看望，也喜欢和她多聊

几句。蔡微轶带着记者来到位于东风新村2

号楼的88岁高龄独居老人袁阿婆家中。看到

老人穿上了棉衣棉裤，她放心了，临走时还再

三叮嘱老人不要铺电热毯，冷了就开空调，注

意用电安全，有事给她打电话。

张堰镇有约11200名60岁以上老年人，

占比达36.6%，属于老龄化社区；“老伙伴”志

愿者有120余人，服务600人左右。

如今，张堰镇敬老院也已“全副武装”应

对寒潮。据了解，张堰镇敬老院共入住110名

老人，早在前几日就检查和保养了所有老人

房间内的空调，准备了加厚的冬被、衣物、鞋

子等，每日三餐也用保暖车运送，确保老人吃

上热气腾腾的饭菜。老人们纷纷表示，院内

御寒保暖措施做得比较充足，感觉暖融融的。

本报记者 江跃中 屠瑜
通讯员 高凌

■ 家住静安区静安寺街道万航渡路的68岁孤老陈阿婆身患多种慢

性病，行动不便。长护险护理员邵阿姨上门看望老人，为她打热水泡

脚暖身，并叮嘱她及时添加冬衣 本报记者 刘歆 摄

“有什么
需要，你打我
电话就行。”
“注意用电安
全。”“棉衣棉
裤 都 穿 上 了
吗？”一次次上
门探望、一句
句真心问候，
寒日里，社区
工作者和志愿
者用实际行动
温暖着独居老
人的心。

第一次造访上海图书馆东馆，没想到

直接“撞见”一群文化名人。在这个静如璞

玉的文化新地标，全国第一家面向市民开

放的社会科学馆——上海社会科学馆“择

良木而栖”，诗意地在6楼栖居。前天，“礼

赞大师”上海社会科学馆主题开放日活动

在这里举行。

走进上海社科馆的中庭区域，便能看

到一面长长的社科大师展示墙。这个展区

呈现了2018年上海社联评选出的首批68

位社科大师的丰富资料，其中包括陈望道、

孟宪承、贺绿汀、贾植芳、王元化、陆谷孙

等。有趣的是，在社科大师展示墙的对面，

是过去10年评选出的98位社科新人的介

绍，仿佛是老一辈社科大师与新一代社科

人的隔空“对话”。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仍余追思者。在

忆及先生生命里最后一段时光时，王元化的

学生、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胡晓明记得这

样一件小事：当时学校决定建立“王元化学

馆”，病床上的王元化希望在学馆前立一块

碑，上面不写自己的成就，只是简单写一句

话——“这是一个为思想而生活的人”。

继承了陆谷孙先生衣钵的弟子谈峥，如

今已头发花白。谈到陆先生对学生最重要

的一个影响，他说：“他树立了一个理念，并把

对这门学科的兴趣、热爱‘传染’给学生。”

这让笔者想到十几年前的一个夏日到

陆先生家拜访，不时听到窗外热闹的蝈蝈

声，原以为是院子外传来的，可陆先生说这

是他特地养在阳台上的，蝈蝈声让他想起

儿时在故乡的日子。“听着蝈蝈声，做点自

己想做的事情，其实我想要的生活就这么

简单。”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

或许这便是“陆老神仙”的人生吧。

走出上图东馆，已是华灯初上。康德

曾说过，世界上有两样东西能深深地震撼

我们的心灵：一样是我们心中崇高的道德

准则；另一样则是我们头顶上的星空。这

个时代还需要大师、还能产生大师吗？来

这个“社科会客厅”走一遭，或许你会得出

自己的答案。

社区工作者和“老伙伴”志愿者纷纷上门帮忙“御寒”

让独居老人暖胃暖身又暖心

气温骤降，寒风凛冽，也吹来了不少“冷”

流言，比如三重拉尼娜带来“三倍冷”、“囤肉”

是对冬天最起码的尊重等。真相究竟如何，

记者请相关领域的权威专家作出解答。

问：当前正在持续的拉尼娜事件是21世
纪首次出现“三重”拉尼娜事件，会让这个冬

天比往年冷三倍吗？

答：“三重”拉尼娜不是“三倍”拉尼娜。
“三重”拉尼娜是指从2020年开始的连续3个

冬季都受到拉尼娜事件的影响，并不是一年

一年不断叠加，并不代表气候影响会加倍。

我国冬季是“冷”还是“暖”，与东亚冬季风

强度密切相关，拉尼娜事件只是影响我国冬季

气候的重要因子之一，不是唯一因素，北极海

冰、欧亚积雪及大气环流系统内部自然变率等

也起到重要作用。虽然拉尼娜年冬季偏冷的

概率更大，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出现冷冬。

问：秋季、冬季天气干燥，导致嘴唇容易
干裂，平时多喝水就能缓解吗？

答：秋冬季节常见的嘴唇干裂，只有很少
一部分是因体内缺水所致，且只有在体内缺

水十分严重的情况下才会出现。

导致嘴唇干燥的情况，大多是微生物感

染、不良生活习惯、其他皮肤病继发或药物等

物理、化学刺激所致。如果只是感觉嘴唇发

干，涂抹唇膏等日常护理是可以调理好的。

但一旦起皮甚至皲裂，还有血渗出，那就是典

型的唇炎了。唇炎是一种皮肤病，喝再多水

也没有用，一定要到正规医疗机构接受治疗。

嘴唇干裂时，注意不要舔口唇部，也不要

强行撕去死皮，应涂抹温和无刺激的唇膏，注

意防晒，少吃或不吃辛辣食物，作息规律。

问：较厚的皮下脂肪可以阻止体热散失，

有助于保暖，所以天冷时可以靠“囤肉”抗寒吗？

答：身上“囤”再多的脂肪，若自身产热有
限，也是不抗冻、不保暖的。

人体的脂肪组织分为白色脂肪组织和棕

色脂肪组织，其中棕色脂肪组织含有大量线

粒体，当机体进食或遇寒冷刺激时能大量产

热、快速供能，有利于抗寒。但肥胖者“囤”的

几乎都是不产热的白色脂肪，御寒效果有限。

其实，御寒抗冻还真不能依赖厚厚的脂

肪，而是要靠发达的肌肉主动发热。总之，寒

冷的冬日，不妨从“被动囤脂肪模式”切换到

“主动囤肌肉模式”，把重点放在均衡的饮食

和科学的运动上。这样不仅能御寒抗冻，还

能收获健康。 本报记者 郜阳

三重拉尼娜带来“三倍冷”？
身上“囤肉”真可以抗寒吗？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昨天，有消息流

传“邮政速递上海转运中心停运”，经核查为

不实信息。上海市邮政分公司表示：上海邮

政（EMS）从未发布过此类信息，该传言不属

实。同时，上海邮政将保留依法追究造谣者

法律责任的权利。

上海邮政表示，一直坚持严格按照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以及上海市委、市政府

和集团公司及行业监管部门的要求，切实做

好疫情防控和处置工作。目前，上海邮政转

运中心一切生产平稳有序，正常为广大市民

提供“迅速、准确、安全、方便”的寄递服务。

根据要求，“来沪返沪不满5天”的人员

出入部分公共场所将受到限制。为方便“双

城生活”的通勤人员，上海实施跨省通勤人员

白名单制度。其中，“嘉昆太通勤人员白名

单”怎么申请？哪些人可以申请白名单？申

请流程如何？嘉定区防控办作出相关解答。

问：哪些人可以申请“嘉昆太通勤人员白
名单”？

答：在嘉定区工作、居住在昆山或太仓的
日常通勤人员，含嘉定区各机关、企事业单

位，购物中心（含百货店）、超市卖场、菜市场

等其他商业场所的工作人员。

在嘉定区居住、工作在昆山或太仓的日

常通勤人员。

通勤人员为餐饮服务（含酒吧）、洗（足）

浴、美容美发、室内健身、歌舞娱乐、游艺厅、

网吧、密室剧本杀、棋牌室等场所的工作人员

不列入白名单。

问：申请“嘉昆太通勤人员白名单”是什

么流程？

答：在本区工作的人员向所在单位提出
通勤申请，居住在本区的人员向所在村居提

出通勤申请。所在单位或村居对申请资料和

个人信息进行严格核实，所在街镇对名单和

材料进行审核，区防控办进行审定。

问：已是通勤白名单的人员，进出沪及在

沪期间需要持有什么时效的核酸阴性证明？

答：纳入通勤白名单的人员，每次进出沪
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在沪期

间，严格遵守本市防疫规定，开展核酸检测。

属重点行业等从业人员，严格按照行业主管

部门要求，落实相应频次的核酸检测。

问：已是通勤白名单的人员，还需要“落

地检”吗？

答：需要。通勤白名单人员应积极配
合来沪返沪道口“落地检”工作，在来沪返

沪道口遵从引导，自觉进行场所扫码和核

酸采样。

本报记者 杨洁

“嘉昆太通勤人员白名单”怎么申请？

“邮政速递上海转运中心停运”？假！

问 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