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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江跃中）主题为

“绽放静安 ·上海的第一眼春天”的

2023年静安 ·新湖郁金香花博会如期

而至。在草长莺飞的三月，60万株郁

金香以多样形式嵌入街头巷尾，为市

民打造赏花踏青好去处。

据介绍，今年花博会郁金香种球总

量约60万株，覆盖静安区超33个点位，

包括公园、商圈、街区花带绿地以及社

区等。在静安雕塑公园，郁金香与雕

塑相映成趣，共同打造上海中心区域

最大郁金香艺术花田（见右图，本报记

者 孙中钦 摄）。此外，在友谊会堂、

外事办、南京西路、常德路、北京西路、

上海站南北广场、恒丰路、秣陵路、天

目西路等街区花带绿地，五颜六色的

郁金香优雅绽放，融入城市街景。

“妈妈”牵手逛马路“哥哥”常来陪我玩
伍童深情回忆在儿童福利院的二十年温暖时光,

热心市民盼“全城搜索”助其完成心愿

本报讯 （记者 李一

能）昨天上午，2023崇明花

朝节 ·首届崇明水仙文化旅

游节在向化镇拉开帷幕，上

海首片百亩水仙花海正盛

开迎客。

坐落于崇明区向化镇

的崇明水仙基地上海崇明

百叶水仙花专业合作社是

国内最大复瓣水仙花生产

基地，种植面积近500亩，种

植水仙球500万只。为助力

乡村振兴，合作社打造上海

首片百亩面积的水仙花海，

结合既有资源推出崇明水

仙文化旅游节，有望成为向

化旅游新品牌。目前百亩

土培水仙花陆续开放，最佳

赏花期预计持续至3月底。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我是

社区民警马坚贞，大家可以直接加

我个人微信方便沟通，我不一定第

一时间回复，但是再晚也会回复。”

在宝山高境地区，有这样一位超高

人气社区民警，人称“马大姐”，她的

手机里拥有5585名微信好友，大都

是辖区居民，“朋友圈”里装满着居

民们的喜怒哀乐。

“王阿姨，你别着急，按照我给

你的格式慢慢填，不懂的地方我教

你。”昨天一早，记者跟随马坚贞来

到高境镇养老院，把《户口事项办理

委托书》交给需要办理户口迁移业

务的老人。马大姐告诉记者，她有

着10年的户籍窗口工作经验，可根

据困难群体提出的户政业务申请及

时提供上门办理服务，免去其奔波

之苦。作为上海市公安局宝山分局

高境派出所社区民警，马坚贞经常

面对社区各种琐碎小事。像这样的

“分外之事”，对她而言很平常。

“我的办公桌就是挎包，办公就

靠两条腿。‘跑楼’是我们的基本工

作方法，而且经常很有效果。”说起

“跑楼”战绩，马大姐滔滔不绝。

“马警官，这个月的第11根烟

头！”不久前，马大姐再次收到了辖

区居民于先生带着“现场证据”的图

片和语音投诉私信，她带着社保队员

来到了于先生家，在二楼露台进行了

仔细查看，发现烟蒂都为同一品牌。

虽然基本确定是同一人所为，但当下

只能排除一、二楼居民的可能性。全

楼一共有18层，每层有3户居民，找到

烟蒂的主人可能性微乎其微。“给我几

天时间，相信我。”马大姐给于先生吃

下一颗“定心丸”，并制止了他在业

主微信群里“隔空骂人”行为。

先宣传，再“跑楼”。马坚贞先

是通过警民微信群宣传高空抛物的

危害和法律后果，又对“扔烟蒂”陋

习进行了“曝光”，居民们纷纷谴责

这种不文明行为。此后三天，马大

姐下班后带领社保队员挨家挨户敲

开了于先生楼上48家居民的门进行

法律告知。

“马警官，你辛苦了，最近都没

再看到烟头了。”微信再次震动，是

于先生发来私信反馈。看来，那个

爱在阳台抽烟的邻居似乎也被马坚

贞“跑楼”的“笨办法”打动，再也不

好意思往楼下扔烟蒂了。

小区里的琐事看似小事，但对

于所涉居民往往就是心头大事。虽

然家就住在管段附近，但她养成了

带一套警服回家的习惯，只为在居

民有需要时能够有求必应，有事必

达。元旦深夜，她接到群众的微信

“求救”——寒潮引起小区多处水管

爆裂。她立马从被窝里爬起，披上

警服就冲进小区解决问题，让200余

户居民睡上了“安心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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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带领平安

志愿者在社区

进行安全巡

防 魏雨生 摄

民警马大姐有本独家“跑楼经”

新闻跟踪

昨日，本报头版刊登了
一则《失明前，想看一眼儿时
照片！》的消息，面向社会征
集1980年至2000年市民关
爱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孤残儿
童的老照片。“征集”发布后，
引发市民群众热烈反响，许
多人留言希望发动“全城搜
索”帮助伍童完成心愿。市
民的热情也让伍童非常感
动，记忆中一个个熟悉的名
字、难忘的片段，在脑海中不
断浮现。从开始到现在，那
些温暖，从未远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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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结对“哥哥”陪伴
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度过了人

生的前20年，伍童印象最深的是院

内的那所“真禅学校”。他在这里上

了十来年的学，班上的学生也大多

是患有各种先天疾病的孤残儿童，

他们无法到外面的学校就读，只能

在这里学习。在学校里，伍童他们

要学包括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

课程。因为是特殊教育，很多时候

要教很多遍，需要老师有很强的耐

心。除了院里的老师外，还有不少

社会爱心人士会不定期来学校讲

课，也带给了孩子们很多新鲜的知

识。伍童学到的几句简单的英语，

就是一名“兼职老师”教会的。

“还有一名大学生哥哥跟我结

对，每次过来都会陪我聊天，还给我

带礼物。”伍童说，他仍然记得这名

大哥哥叫“彭佳平”，戴着眼镜很活

泼，是附近一所大学的大学生。那时

候，学校跟福利院结对，每次大哥哥

过来，也不用上课，只是带他一起散

散步、聊聊天，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他还买了变形金刚送给我，那可是

当时最流行的玩具，我都舍不得玩。”

“妈妈”带他吃生煎包
福利院长大的孩子普遍缺乏家

庭的关爱，在他们内心深处，最渴望

的是来自妈妈的温暖和关爱，因为

不曾得到过，所以最是期待。就在

1994年春节，伍童第一次感受到了

母爱的温度。

这次爱的传递，源自一场名为

“好心人，请你抱一抱孤儿”的志愿

活动。该活动的发起者之一徐咏回

忆，当时她在调研中发现，福利院的

孤儿普遍缺“抱”，希望通过活动呼

吁好心市民能将孤儿带出福利院，

让他们过一个有家有妈的快乐新

年。没想到发起后在社会激起了强

烈反响，实际报名人数远超计划，活

动也延续了好几天，时任上海市副

市长谢丽娟也以普通母亲的身份参

加了这一行动。

“大年初一那天我早早穿好了

新衣服，坐在大礼堂开始等待。”伍

童回忆，当天同学们都在大礼堂等

着，然后好心人一个个走了进来，将

他们带了出去。“忽然一名女士走向

了我，微笑着向我伸出了手，然后牵

着我走了出去。”虽然已过去将近

30年，伍童回想起当天情景依然历

历在目。“她30多岁，穿着一件普通

的衣服，名叫陈媛娟，住在襄阳南

路，还有个儿子比我小一点。”伍童

说，那一天也是他第一次走出院门，

一路上她都牵着他的手，就像妈妈

一样。在外面，陈媛娟还请伍童吃

了生煎包。“因为我从来没吃过，一

口下去把里面的汤水都洒出来了，

是她给我清理了衣服上的汤水。”

在外逛了大概一两个小时后，

陈媛娟将伍童送回了福利院，临别

还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她还跟

我说，有空带她儿子一起和我打乒

乓球。”伍童说，他一直记着这件事，

后来参加工作后还去找过她，但已

经找不到了，“很想再次牵手，让母

爱的感觉再一次出现”。

首次收到生日礼物
对于生活在福利院的孤残儿童

来说，过生日也是一件“奢侈”的事，

因为他们可能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

是哪天，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确切年

龄，不少孩子就只能按照到院时间

“毛估估”。伍童最难忘的一次生

日，也是在福利院过的第一次生日，

是在1994年3月1日，这一天是他13

岁生日。年初他刚刚从老师那里查

到了自己生日的确切日期，就一心

盼望着生日的到来。生日这一天，

班上的每一位同学都为他送上了一

句生日祝福，他笑得像花儿一样。

就在同一天，由徐伟杰导演的以关爱

孤儿为题材的电影《陌生的爱》正好在

福利院取景。“当天电影拍摄完毕后，

他们来参观我们学校，一名女性制片

人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特意走进来

送了我一支圆珠笔，祝我生日快乐。”

伍童回忆，“圆珠笔是蓝色的，带有灰

色的挂绳，笔身上还写着‘上海电影制

片厂’，我非常喜欢。”这个特殊的生日

礼物，伍童一直珍藏着，直到2011年

才在一次搬家中意外遗失，也让他伤

心了好长一段时间。

在伍童的记忆中，还有许多美

好往事，比如老师“冯雅玉”专门带

给他一件皮夹克，穿着很帅气；中

学生“真梦婷”和他手拉手参加夏

令营，一起吃饭坐快艇……这些美

好回忆，并未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褪

色，反而在不断的回想中愈发清

晰。伍童也希望，希望通过老照片

的寻访征集，能够将这些美好的瞬

间定格留存，“因为它们就是上海的

温度……” 本报记者 李晓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