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虹口
老城区

弄堂灯亮了 居民心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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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特约通讯员 龙钢 记者 解

敏）“弄堂里的路灯亮了，晚上出行方便多

了！”家住溧阳路1084弄的郁有清阿姨说。

为解决老城区里老弄堂路灯破损和没有路

灯的问题，虹口区实施“亮灯行动”，让居民

再也不用为走路黑灯瞎火而烦恼了。

虹口区的四川北路街道是典型的老城

区，辖区内老房子多、老弄堂多、老年居民

多。位于溧阳路、长春路上的长春小区和溧

阳小区都是老式里弄，且房龄都在百年以

上。由于基础设施不完善，弄堂里路灯缺

失、损毁等情况严重。一些弄堂只有弄口有

灯，深处漆黑一片。加上支弄堂较多，车辆

进出停放多，路面状况欠佳，居民夜间出行

不便，尤其给老人和孩子带来较大的安全隐

患。郁有清说：“我嫁到1084弄近半个世

纪，弄堂里的路灯从来没修过，有的地方根

本没路灯……”

四川北路街道长春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荀晓君向记者讲述了一件发生在溧阳路

1333弄老弄堂的事：87岁的著名现代画家

关紫兰的女儿梁雅雯居住在弄堂里，有一次

晚上在昏暗的弄堂里行走，被一辆私家车撞

倒，股骨骨折，休养了好长一段时间。那段

时间，上了年纪的人晚上都不敢出门，连倒

垃圾也不敢出来。为此，荀晓君向有关部门

和街道反映，并多次夜间实地察看，逐一清

点、梳理两个小区的路灯数量和分布情况，

由此形成民情日记、民生项目清单。

“亮灯行动”的实施过程并不顺利。老

弄堂的路灯不属于市政管理范畴，而里弄小

区也没有公共维修基金，修缮缺乏资金支

持；同时路灯情况较为复杂，如何修、修成什

么样，都需要细化研究。荀晓君和居民区党

总支成员、党小组长、楼组长和志愿者们多

次商议，问计于民，逐步形成详细的修缮方

案。街道通过服务群众专项经费，解决了资

金短缺的问题；居委会委托物业公司操作，

调换了维修破损路灯，增设了弄堂深处路

灯。溧阳路1084弄，从原来只有3只路灯，

增加到了如今的22只路灯。

据了解，虹口区四川北路街道目前已有

新乡、吉祥、永德等居民区内的老弄堂陆续

实施了“亮灯行动”。

开启“亮灯行动”
本报讯（记者 罗水元）昨天，上海供

水、供电行业正式进入迎峰度夏阶段。期

间，上海电网预计最大用电负荷将约3800

万千瓦，电力部门除安排专业抢修力量等

措施外，还对满足一定条件的工商业用户

给予“削峰填谷补贴”；而供水行业，将从

“源头”到“龙头”保障夏日用水高峰。

【供电】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介绍，早
在去年迎峰度夏结束后，就提前谋划电量平

衡、电网建设、生产运维、优质服务等各项工

作。目前，主电网有迎峰需求的40项工程已完

成33项，预计6月底前可全部完工。在人员和

物资准备上，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已在173

个电力抢修驻点安排了3300余人的专业快

速抢修力量，并储备了水泵、沙袋等19类防

汛应急物资5000余件，落实大型发电车46

辆以及各类抽水泵机860余台。

据悉，国网上海市电力公司还科学编

制了有序用电方案，综合运用需求侧管理、

公共建筑空调和虚拟电厂两大特色资源规

模化接入，增强电网负荷调节能力。其中，

17家虚拟电厂削峰能力超过30万千瓦；符

合条件的工商业用户，如积极响应电网企

业削峰需求响应，经电力主管部门审核、公

示后，可获得“削峰填谷补贴”。

【供水】经过多年不懈努力，上海逐步
形成了“两江并举、多源互补、一网调度”的

城市供水格局，供水能力超过1300万立方

米/日。而2022年全市最高日用水量为900

万立方米，平均日用水量800万立方米。

上海城投（集团）有限公司介绍，在保

障源头供水水量的同时，迎峰度夏期间，也

将一如既往地把好原水进口和水厂出水的

水质关，尽可能让优质水顺畅流到千家万

户的水龙头中。为防管网出“梗”，上海城

投（集团）有限公司已开发应用了供水管网

运行监控系统，通过远传设备自动分析实

时水量和水压，提高风险感知和预警能

力。浦东威立雅公司则表示，已对水厂、泵

站设备完成了全覆盖式大检修。同时，加

大对供水管线、供水设施的巡查力度，全面

排摸重要管线，及时探漏修漏，并强化数字

智慧赋能，科学调度，合理调节管网压力，

全力保障水量充足、水压稳定。

削峰填谷有补贴 数字赋能保水质

决战“迎峰度夏”
电力
水务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今天上午，2023

年度上海市房屋修缮技能比武大赛落下帷

幕，来自徐汇区的选手刘丽华荣获“压毛+拉

毛墙面修缮技术”金奖。这也是第一位报名

参加比赛、并进入决赛的女师傅。

做临时工“干活用心”
今年38岁的刘丽华来自江西省九江

市，曾经在苏浙多地的服装厂收垃圾、去船

厂打杂，每一份工作都不长久。刘丽华回忆

道：“没文化没手艺，只能做点临时工，干了

今天不知道明天干什么。”

刘丽华的丈夫是一名油漆工，在上海工

作很多年。5年前，她跟着丈夫来到上海，走

进工地学刮腻子。“选择学这门技术，觉得活

轻巧，不累人。”刘丽华入行后才发现，刮好

腻子不仅要心细，更要“动足脑筋”。为了防

止缝隙位置开裂，她在刮腻子前会对石膏板

缝隙、墙体开槽缝隙、吊顶与墙体缝隙进行

填缝处理。“干活用心”是刘丽华听到最多的

一句夸奖，也让她获得了很多信心。

今年年初，听到上海市房屋修缮技能大

赛启动的消息，她好奇地填写了一张报名

表。“学了5年刮腻子，我也想比一比手艺。”

刘丽华没有找到油漆工项目，便勾了一项

“压毛+拉毛墙面修缮技术”，感觉和刮腻子

一样属于墙面修缮。

今年3月份，刘丽华接到比赛组委会的

电话通知，徐房“345传习工坊”组织了赛前

集中培训，由修缮工匠、技能大师等担任指

导老师。“还能跟着大师傅学习技术？”刘丽

华毫不犹豫地报名参加。

学手艺“多练就不难”
“周末，我去实训基地跟着老师傅学技

术。工作日，我利用每天中午和晚上休息的

时间，在工地上练习。”刘丽华撸起衣袖说，

苦练了三个月，手臂酸疼粗了一圈。“拉毛、

压毛，一看就会，一做就废。”她说，用手机拍

下老师傅的示范过程，自己再回工地反复操

作、琢磨，终于找到一个小诀窍——拉毛的

手势要向上“回”一下，这样拉出的毛尖才会

朝上，达到合格标准。压毛非常考验师傅的

手感，随着气温的变化，压毛的时间也不一

样。“学手艺，多练就不难。我来上海打工5

年，学了两三门手艺，心定了！”

本次比赛选手中，既有奉献几十年的老

师傅，也有初露锋芒的修缮新人，他们都拿

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在比赛中一决高

低。上海市房屋修建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

第二届上海市房屋修缮技能大赛秘书长冯

蕾介绍，上海将不断创新工作形式，通过标

准展示、修缮实训、工艺研究、文化体验及数

字档案管理等工作，发挥实训基地对于技能

人才培养的促进作用以及对于行业发展、城

市建设发展的赋能作用。

5年刮腻子 巾帼跃龙门
上海市房屋修缮技能大赛单项金奖首次被一位女师傅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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