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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守沪人”

网点近一半的快递员回家过
年，郝张军、杨艳艳作出决定——

夫妻留沪送快递
儿女来沪喜团圆

层믹닣新 春

重大工程春节“不打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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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征收工作结束，虹口17

街坊历史风貌区“弘安里”目前正

在进行历史风貌保护工作和老旧

街坊改造施工。春节期间，隧道股

份上海路桥的建设工人们正在基

坑内抓紧施工。

“他们现在做的是示范区深基

坑结构底板施工。”隧道股份上海

路桥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17街坊

地块项目负责人沈凯告诉记者，项

目春节期间加班，一方面是基坑所

处的位置在地铁50米保护区范围

内，需要尽快完成底板混凝土浇

筑，将施工影响降低到最小；另一

方面，要争取尽快完成示范区

内的两栋建筑主体结构施工，年后

早日将建筑物的沿街立面效果结

合景观绿化来对外展示。

来自四川的张玉和，是项目上

负责水电施工的。现场设备的保

障用电、维修，都由他和班组其他

成员一起负责。“留沪加班的班组

成员来自全国各地，主要来自河

南、河北、四川。”张玉和说，今年已

经是他第二年留沪加班了，去年则

是在青浦红房子医院项目加班。

“想家吗？”“想回家得不得了，

但是再不拼搏就老了！”和很多建

设者一样，50岁的张玉和这些年步

履不停，辗转在南京、上海等多地

打工，早出晚归地干活。因为工作

忙，他只能通过视频电话给家里人

拜个早年，父母和孩子是他心里最

大的牵挂。当被问及明年祝自己点

什么，他想了想，略带害羞地说道：

“希望自己做的项目能顺顺利利。”

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17街坊

地块项目，是典型的上海“石库门”

里弄建筑，获批上海市第二批历史

风貌保护街坊。因此，在更新过程

中，要遵循保留各里弄中历史主要

巷弄及历史空间格局的原则，采用

保护修缮、保留改造和更新改建等

多种方式进行项目建造。

该项目由上海弘安里企业发

展有限公司投资建设，隧道股份上

海路桥承建。在整个项目中，建设

团队还要对3栋风貌历史保护建

筑作保护修缮，春节前已作加固保

护，春节后将开展平移工作。“用拖

车平移80米，待原址处的新建地

下室完成后，再利用步履式液压千

斤顶将保护建筑平移复位。”沈凯

介绍。

据悉，改造后的街区将以分级

保护的方式留住风貌肌理、向史而

新，建设成上海中心城区成规模的

现代石库门建筑群，打造承载上海

文脉的价值高地。

本报记者 裘颖琼

虹口“弘安里”抓紧基坑施工
节后还将平移3栋风貌历史保护建筑

寒潮来袭，气温骤降。记者昨天上午来到位于金山区吕

巷镇太平村的上海根林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一排排白色蔬

菜大棚被大风吹得呼呼作响，大棚内却是温暖如春，工人们或

采收或新种，刚摘下的蔬菜则里里外外都透着新鲜，经过分

拣、包装后，将被发往客户指定地点。

“今年过年前两天开始，订单量激增，工人们要加班至晚

上11时，每天出货近20吨。年初二开始每天也有四五吨，比

去年同期增长10%左右。”合作社负责人罗贤平介绍，他们常

年与海底捞火锅、叮咚买菜等合作，日均供应三四车，有6—8

吨蔬菜。这几天，不少工人回家过年了，为了保障春节期间蔬

菜供应不断档，罗贤平提前对接了第三方劳务公司进行合作，

工人以金山本地人为主，每天有四五十人在此忙碌。

40岁的罗贤平是陕西人，来上海打拼已有20多年，只有3

个春节是回老家过的。2019年，他来到太平村，承包了320亩

地进行蔬菜种植。如今，他在金山有4个蔬菜种植基地，在山

西和广东也发展了业务。他还在青浦区买了房、安了家，把家

人都接到了身边。他说：“上海是我的第二故乡，是一个做事

业的地方，在上海的每一天都感到很充实。农业前景广阔，我

也非常热爱农业，喜欢亲近土地的那份踏实感。”

今年四五月份，太平村的这个基地将改造，吕巷镇专门拨

付3000多万元改造资金。468个单体大棚中，有300多个将

被改造。原先一个大棚只有300多平方米，手工操作开关；改

造后，大棚将采用自动化操作，最大的棚有6000多平方米，适

合大型机械进入，可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 本报记者 屠瑜

今天是大年初四。早上，快递

员杨艳艳和丈夫郝张军吃完早饭，

把12岁的儿子和9岁的女儿留在

家里，就双双出门上班了——两人

都是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

的快递员。“往年，我和丈夫都是回

山西运城过年的，今年1月1日，儿

子、女儿就坐飞机到上海跟我们团

聚了。这样的安排挺好的，我们可

以继续送快递，儿子、女儿也可以

感受一下上海的年味，一家人团聚

的时间反而比往年更长了。”杨艳

艳说。

一个人干两个人的活
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

是一个较大的快递网点，共有50

多名快递员。疫情防控政策优化

后，将近一半的快递员准备回家过

年。去年12月底，郝张军、杨艳艳

夫妻俩商量了一下，很快作出决

定：“我们夫妻俩留下来值班，家远

的同事先回去。我们可以把孩子

从老家山西运城接来上海过年。”

进入1月份后，网点里几乎每

一名留守快递员除了要负责自己

原本的派送区域，还要“搭”一名返

乡同事的区域，等于一个人要干两

个人的活。“每天早上6时多就开

始忙碌，当时又是年货快递高峰

期，平常我每天派送三四百件快

递，过年前则每天达到了五六百

件，基本都是年货，比如水果、生

鲜、坚果礼盒，还有鲜花绿植、衣服

等。送快递时，我能感受到年味越

来越浓，想着自己的工作关系千家

万户，也挺自豪的！”杨艳艳说。

今天到网点后，杨艳艳和同事

们一起分拣快件，然后骑上送快递

的小车奔赴小区。从除夕到年初

六，春节7天长假里，留守的快递

员照样天天上班，不存在“轮休”概

念。对此，杨艳艳解释道：“送快递

最重要的是‘熟门熟路’，一个派送

区域，如果换一个快递员来派件，

效率会比较低。不过这两天快递

数量不多，每个快递员每天送近百

件快递，上午上班推迟到了9时30

分，一个上午就能送完，我还能赶

回家给孩子们做午饭。”

两网点一起吃年夜饭
杨艳艳和丈夫在中通快递已

经工作五六年，今年是一家人第一

次在上海过年，年前陪孩子的时间

不多，白天常常是儿子带着女儿在

家做作业。“但有一个多月一家四

口在一起，这是很幸福的事情！”杨

艳艳说，“年前，公司特意为我们安

排了黄浦江旅游，看看浦江两岸的

风景，儿子、女儿都很高兴。春节

假期里，我们忙完工作，下午和晚

上也尽量带孩子去玩、去买些新衣

服，外滩、豫园是肯定要去的，女儿

还特别想去一次迪士尼乐园。”

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

负责人杨波还管理着旁边的徐汇

中部网点：“这两个网点，今年留守

的快递员加起来有五六十人，年夜

饭就一起吃，只要家属在上海，也

一起来，热热闹闹，开开心心！”年

夜饭的食材是网点采购的，由快递

员中的做饭好手下厨。“我们一家

四口都去吃年夜饭了，老板还给每

个员工发了红包，给小孩子发了压

岁钱。”杨艳艳说。

在杨艳艳看来，现在全社会更

加需要和尊重快递员了，不管是疫

情期间送药品，还是平时送网购物

品、过年前送年货，市民对快递员都

很友好、尊重。春节期间送快递上

门，无数次收到来自用户的新春祝

福，也让她感受到平凡工作的价值。

向一线快递员发补贴
像杨艳艳一样留守上海的快

递员，今年还有很多。上海邮政管

理局介绍，为了让更多行业一线从

业人员留沪留岗，确保春节期间和

前后上海寄递服务平稳畅通，上海

市邮政快递业一线从业人员都能

获得阶段性财政补贴。截至1月

19日，已完成节前第一批6000多万

元补贴资金的发放工作。符合申

报要求的快递员第一批稳岗留工

补贴最多能拿到1290元，稳岗留工

补贴合计每人最多能拿到2940元。

同时，各邮政快递企业多渠

道、多措施关爱快递员，出台相关

激励政策，形成政企政策红利的叠

加效应。“政府和网点对我们这样

坚守岗位的都很鼓励。”杨艳艳说，

中通快递上海徐汇南站网点在春

节期间的快递派费是平时的3倍，

“保障一线员工的收入稳定甚至增

长，我们当然都很开心，更重要的

是，有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

按照往年的经验，一般正月初

八、初九开始，快递量会重新增长，

并逐渐回到日常水平。“我作为一

名普通快递员，从每天要送的快递

单量就能感受到一切正变得越来

越好，这对我们快递行业肯定是好

事。”杨艳艳说。

本报记者 金志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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