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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改造更新不停歇

用高精度打造“魔力万花筒”大年初五，天气寒冷，但在南京东路世

纪广场改造更新项目施工现场，却是一派热

火朝天的景象。为了早日让市民与崭新的

世纪广场相见，上海建工二建集团的项目管

理人员和工友正奋战在一线，开展不锈钢幕

墙龙骨的安装施工。

“原世纪广场由休闲观演广场、舞台建

筑及绿化带组成，地下1层是一个停车库。”

上海建工二建集团南京东路世纪广场改造

更新项目负责人柯辰良介绍，“从空中俯视，

全新设计的世纪广场地面如同在海上张开的

贝壳。”此外，广场内正在建造一座精巧的钢

结构建筑，高27米，建筑内部功能是工程辅

助设备用房。“这幢建筑外观像贝壳中的明

珠，设计灵感源自‘万花筒’，建筑表面设计运

用了‘变形镜’技术，可以将世纪广场地面的

珍珠贝壳图案如投影一样，投射在建筑的镜

面不锈钢幕墙上，呈现‘魔力万花筒’的效

果。”柯辰良说，为了将设计理念在项目中落

地，施工团队对材料、工艺作了技术攻关。

春节期间，根据施工安排，广场辅助设

施用房外立面的横向龙骨要完成300多根，

竖向龙骨要完成100根。“为达到视觉效果，

广场辅助设施用房9米以上外立面采用8毫

米的无缝镜面不锈钢，立面造型优美，但也

意味着对安装的精度要求非常非常高。”龙

骨安装工人谢浩告诉记者，现场安装的难度

就在于对龙骨的三维空间定位，一定要精确

测量，然后才能严丝合缝安装镜面板。

谢浩是江苏南京人，今年是他第三年留

沪过年。“能有幸参与重大工程建设，是很自

豪的。”谢浩说，为了早日让市民看到崭新的

世纪广场，他和工友们将继续奋战，保障工

程如期完成。 本报记者 裘颖琼

坚守岗位 细心护理
今天是大年初五，但对于熊传高来说，

只是一个普通的工作日。春节假期里，他没

有休息一天，始终坚守岗位，和自己护理的

老人们一起过年。

“叔叔，新年快乐！”赶到第一户老人家

中，熊传高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帮老人起

床。先慢慢扶老人坐起来，给他穿衣服，再

喂两口温水，然后转移到轮椅上，推去卫生

间，帮他刷牙洗脸，涂上一些润肤露后，再推

到客厅喂早饭。因为老人腿脚不便，熊传高

还会帮他按摩腿部，全程更是手不停、嘴不

停。“老人一个人在家很寂寞，我尽量和他多

聊聊天，让他的心情好起来。”熊传高说。

1小时的服务时间很快过去了，熊传高

告别老人后，又骑上助动车赶赴下一家。“我

护理6位老人，他们的平均年龄是86岁，其

中年纪最大的一位爷爷已经99岁了。他们

不是坐在轮椅上就是瘫痪在床，离不开人。”

熊传高说，小年夜和大年夜两天，他分别给6

位老人洗了热水澡，“几位叔叔不停地说‘谢

谢你’，我知道他们想说的话有很多，却说不

出来，有这句‘谢谢你’就足够了。”

同属宛心家政的护理员，4年没有回家

过年的伏永兰也奔波在工作的路上，今天要

去两位老人的家。“中午先去给一位阿婆做

午饭，准备烧个菜饭，放点切碎的青菜、肉糜

和虾仁，烧得软烂一点，好消化。下午再去

另一位老人那里，给她换尿布、擦身，再按

摩。”心细的她还会给老人煮上川贝雪梨水，

甜滋滋的好入口，“她们刚刚‘阳康’，痰多咳

嗽多，喝点润肺止咳的梨水会舒服一些”。

以心换心 视为家人
在旁人看来，给老人做护理，不仅脏累，

而且不好干。但熊传高、伏永兰都说，相处

时间长了，每位老人都是他们在上海的家

人。“我的父母已经去世，时间长了，就和这

些老人的感情越来越深，把他们当作自己的

长辈。老人们离不开我，我得让他们干干净

净、开开心心过个年。”说到为什么年年坚守

在春节的岗位上，熊传高的回答很朴实。

“我老家在湖北荆州，如果回家过年，有

十来天顾不上这些老人。春节期间，一是很

难调配人手，二是换了人照顾，方式方法总

有不同，他们不习惯，因此留下来是最好的

选择。”熊传高告诉记者，他的妻子也是一位

长护险护理员，两人加起来要照顾十几位老

人，无论是讲责任还是论情感，都放不下，

“特别是好几位老人刚刚‘阳康’，还在恢复

期，他们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不会主

动表达，要靠我们在日常护理中观察胃口、

体温甚至呼吸变化，不能漏掉一点儿。”

因此，今年春节，熊传高一家四口分散

在三个地方过年。夫妻二人在上海坚守岗

位，女儿在老家，大学毕业后留在武汉工作

的儿子则去女朋友家过年。大年三十的晚

上，一家人通过视频通话在线上团聚。

而伏永兰则把儿子从江苏盐城叫来，一

家三口在丈夫的宿舍里相聚。

虽然因为工作留在了上海，但护理员们

也感受到了公司送来的温暖。发放新春礼

包，组织小聚餐、小联欢，每一位“守沪人”

都值得被这座城市温柔以待。

本报记者 张钰芸

癸卯兔年，两只“治愈兔”玩偶横空出世，

爆红网络。一只戴着红帽子，围着红围巾；一

只戴着蓝帽子，围着蓝围巾，帽子上还有一个

大灰狼头套。最特别的是，两只小兔子所戴

围巾上有一个醒目的 LOGO“600宛平南

路”——宛平南路600号正是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的所在地。

没错，这两只小兔子是徐汇区虹梅路街

道辖区企业上海韵文博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开发的IP文创

产品——“治愈兔”，戴红帽子的叫“暖心兔”，

戴蓝帽子的叫“精进兔”。

据悉，这两只可爱的小兔子刚刚上线，就

在2小时内销售一空。生产方不得不从其他

生产线调动工人追加生产，春节前夕，第二批

上线的“治愈兔”在上线当天又告售罄。

“治愈兔”销售火爆，除了新春应景，或许

更多是出于人们对于“治愈”的渴望吧。谈起

“治愈兔”的开发，徐汇区政协委员、上海韵文

博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陈玉林说，近几

年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推出了许多爆款产品，

如“600号月饼”“600号咖啡”“600号画廊”等

等，让美食、艺术都成为现代人的“疗愈良药”，

也提醒更多人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关爱精神

障碍患者。适逢兔年新春，在虹梅路街道的大

力促进下，两家一拍即合，携手开发了“宛平南

路600号”系列IP文创产品“治愈兔”。

两只“治愈兔”拥有自己的“童话”——全

新版的“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一个是

习惯被人欺负、控制不住自己情绪与行为的

“小红帽”，一个是因为不愿意欺负弱者而被孤

立、被看作“异类”的“大灰狼”，他们从对立走

向和解，共同在奶奶的城堡“600号”里开始了

幸福生活。这是童话，也是对现实生活的观照

和映射，会让深有感触的人会心一笑，也在潜

移默化地告诉人们：直面自己的病症才是治愈

的开始。在这个与疫情抗击的冬天，两只“治

愈兔”既能给你带来新春的喜庆，也能助你驱

散心灵的阴霾，迎来春暖花开的美好明天。

陈玉林告诉记者，“暖心兔”和“精进兔”

只是首批产品，公司正在设计两款新品“解

忧信箱兔”和“不要蕉绿兔”，它们也有属于

自己的童话故事。此外，上海韵文博鉴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也将“治愈兔”的销售利润公

益捐赠给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助力推进

全民精神健康。

通讯员 殷志军 李瑾琳 本报记者 袁玮

“宛平南路600号”系列IP文创产品又火了

清晨6时40分，天刚蒙蒙亮，熊传高紧了紧身上的
羽绒服，骑上助动车出发了。他是宛心家政的长护险养
老护理员，根据计划，每天要为6位申请了长护险的高
龄老人提供上门护理服务。从事家政行业以来，因为身
负责任不能返乡过春节，他已坚守岗位足足7年。

今年春节期间，以外来人员为绝对主力的家政服务
人员的留沪率相比往年明显降低，但“保刚需、保安全”
仍是重中之重。171家家政公司成为春节保障工作的
主力军，留沪家政员比例在50%以上，为上海家庭带来
全年无休的关爱和帮助。

都市“守沪人”

层基层新 春

重大工程春节“不打烊”

又是一个不返乡过年的春节，长护险护理员忙着“串门”服务——

“让每一位老人干净开心过个年”

两只“治愈兔”上线即售罄

■ 世纪广场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搭建钢结构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 蓝色“精进兔”和红色“暖心兔” 陆翔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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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前，熊传高为老人理了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