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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春节将至，有人已归心似箭踏
上回家的路，也有人打算留沪过
年。尤其对于快递员、网约车司
机、保姆、建筑工人等灵活就业群
体，工作方式的灵活并不意味着关
爱保障的缺失。年味里的温暖，对
他们而言弥足珍贵。
“民生无小事，枝叶总关情。”

年味里的温暖，首先体现在雪中送
炭、急人所急。对每一个外来务工
者而言，献上真金白银的新春“大

礼包”，方能让他们“安薪”过年。
近期，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连
续开展“民薪工程”——涉民生案
件执行款发放活动，包括建筑工人
老李等在内的40余名申请人拿到
执行案款合计200余万元。从工
人们感激的话语中可以真切感受
到，继续加大执行力度、构建长效
机制，才能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兑现
胜诉权益，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
司法获得感。

年味里的温暖，来自于眼中有
光、心中有爱的“看见”。昨天下
午，塘桥美好生活馆里暖意融融，

快递小哥、月嫂、环卫工人、护理员
等齐聚一堂，参加塘桥街道总工会
举办的“共享家共新春 留沪过个
幸福年”年夜饭活动。多睦仕月嫂
封晓疆感慨地说：“我在上海当月
嫂许多年，每到过年前特别想念老
家。今年虽然回不了老家，但能受
邀来参加大家庭的‘年夜饭’，同样
热闹、温馨、开心。”

近年来，上海加快搭建“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自治矩阵”，发掘社
区单位、属地企业、基层工会等外
部资源，引入矩阵并加以优化整
合，服务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

全国总工会最新发布的2023年
“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
中，上海有50个驿站上榜。户外
职工爱心接力站，在提供饮水、热
饭、应急简易药品、休息等服务基
础上，正逐步升级赋能更多服务内
容。根据不同季节需求开展送温
暖、送清凉、送文化等活动，各种
“花式服务”让户外劳动者越来越
有归属感、获得感。

年味里的温暖，暖的并非一时
一事，更用点点微光、照亮着普通
人未来的路；让他们坚信，只要脚
踏实地、努力打拼，他乡也能成为

故乡，这座城市的万家灯火也有属
于他们的一盏。近日，全市首家区
域性网约车行业工会联合会在浦
东新区成立。来自上海荻亚芘汽
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唐剑成了第一
批“吃螃蟹”的网约车司机之一，其
他网约车司机代表也领到了来自
“娘家人”的伴手礼，包括电热毯、
米油等“温暖牌”新年礼物。

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
成春。“老百姓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事情，一定要办好”。春节前这些
事关普通人的小事，一桩桩，一件
件，一个都不能少。

年味里的温暖：家家门巷尽成春
宋宁华

新民眼

龙年春节将至，沪上小学生以巧手创作了一系列充满

“龙”元素的作品迎祥纳福。

从字源寻“龙”，上海财经大学附属国安路小学开展了充满

趣味的创意书画活动。语文老师设计了有趣、有料的先导课，

通过生动的视频、课件等方式帮助学生了解“龙”字的字源及其

各朝代的演变，带领孩子们积累带有“龙”字的祝福语。

孩子们各展其才，挥洒创意和热情，带来了一系列栩栩如

生、充满新春气息的龙年书画。三（1）班的何维予以隶书的

“龙”字为基础，增添了新春元素，还写下“万事兴隆（龙）”“龙行

天下”的祝福语，“原来一个简单的龙字背后有很多可以探究的

内容，我还了解了有关龙的传说、典故，传统文化很有意思”。

杨浦区打一小学三年级的丁卉也绘制了“龙”字演变探

究画，她细致展现了从甲骨文中的蜿蜒之形，到形象化的金

文，再到简化小篆，“龙”字到今天大家熟悉的样子经过了许

多演变。她感受到文字的演变不仅体现了古人的智慧，

也反映了中华民族对龙的深厚情感。新春之际，她希望

这份对龙的喜爱能带给大家无尽的力量。

做环保花灯、新年剪纸、锦鲤帽……打一小学开展了

一系列“龙游新春”主题活动。学生在动手实践中，了解

了新年传统文化习俗，利用废旧材料变废为宝，做出一个

个可爱的元宵龙灯、龙年日历。四年级的姚可可利用废

弃塑料瓶做了鱼头和鱼身，快递盒的硬纸做尾巴，用细铁

丝连接起来，再糊上宣纸，用水彩颜料画上漂亮的鱼鳞，一条灵动的鲤鱼

灯笼就制作完成了。模仿古人最原始的工艺，她觉得配上鲤鱼跃龙门的

寓意，希望龙年可以勇往直前。三年级的汤懿铭创作了戴小虎帽、拥有

粉嫩小龙爪和可爱小虎牙的“萌龙小元宝”2024专属年历。这些作品都

将在开学后的“龙年创意手作发布会”上亮相。 本报记者 易蓉

包小笼体验非遗
走进南翔老街的双塔广场，一条祥

龙腾空而起，两排大红灯笼高高挂，带来

喜庆年味。今年春节期间，嘉定区将以

“在‘嘉’过大年”为主题，围绕文艺大餐、

文博体验、老街时尚、非遗民俗、我嘉美

食、云端生活等六个板块，推出200余项

假日文旅活动，并以弘扬传统文化、展示

嘉定形象为主线，全区联动打造江南新

春年味，营造中华传统节日浓郁氛围。

以南翔古镇、州桥老街、安亭老街三

大古镇老街景区为支点，以传统、年俗、

非遗等为关键词，开展南翔老街花千树 ·

鱼龙舞主题灯彩展、古猗园“寻龙”探春

游园体验活动、安亭老街永安塔新春祈

福、嘉定州桥青蓝季同州共祈“登龙”纳

福等，让市民游客年味十足迎新年。

来到南翔，必须要尝一尝南翔小

笼。在南翔小笼馒头文化体验馆，来自

上海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们上了一节“小

笼文化课”。国家级非遗南翔小笼馒头

制作技艺的第六代传承人李建钢在现

场讲解：“每只小笼皮一律8克，馅一律

16克，收口处18个褶子，一个都不能

少，这是南翔小笼百年传承下来的精

髓。”据介绍，春节期间，南翔小笼体验

馆、娄塘塌饼非遗传承馆等将开展各类

体验活动，同时为市民游客带来地道的

南翔美食。

“七件宝”亮相古镇
在七宝古镇，热气腾腾的汤圆、方

糕、梅花糕等也是大家排队购买的特

产。作为七宝古镇最受欢迎的美食店铺

代表，昨天下午，七宝老街汤团店座无虚

席，还有不少市民从市区赶来买生汤

圆。“传统的鲜肉汤圆、芝麻汤圆卖得最

好。”店铺负责人表示，随着春节临近，店

内销售进入高峰期，而元宵节当天生意

会更加火爆，届时店内将不提供堂食，只

做生汤团外带生意。

今年七宝古镇即将开启“龙舞祥瑞 ·

七宝聚福”新春游园活动。记者在钟楼

广场看到，一条“金龙”已营造了浓浓的

节日氛围。龙首朝向广场入口处，从龙

门架内欲探首而出，寓意龙年初一长龙

即将腾云而出。龙身部分以灯笼的组合

摆出S形长廊，供游客在其中穿梭，每个

灯笼上还书写着贺词，为游客送上满满

祝福；龙尾处于东向，寓意祥龙从东方游

弋而来，带来喜庆祥瑞。

民间传说七宝因有氽来钟、飞来佛、

金字莲花经、神树、金鸡、玉筷、玉斧“七

件宝”而得名，春节期间七宝古镇内将分

设七个点位，分别布置彩灯，形成“七宝”

汇聚的新春氛围，“七件宝”也将亮相主

会场，展现“七宝纳福”的美好寓意。

步行街乐逛大集
逛罢老街，再去市中心看看，南京路

步行街已经装饰一新，以浓浓的“含龙

量”直接将新春迎新氛围感“拉满”。前

几天，“龙行福至”2024南京路禧市集已

在焕新亮相的世纪广场拉开帷幕，穿过

一座巨大而喜庆的“龙门”格外吸睛，禧

市集尽显眼前，涵盖新品发售、网红美

食、进博好物等八十余家特色商户和沉

浸式打卡点、互动美陈装置。

随着电视剧《繁花》爆火，线下打卡

剧中场景成为热潮。在这里，沉浸式感

受《繁花》年代的南京路，也唤醒了不少

人关于90年代的金色记忆。而“鲜得来”

带着经典排骨年糕空降其中，更让这份

回忆照进现实。在进博集市区，新西兰

蜂蜜手工酸奶、尼泊尔羊绒围巾、叙利亚

玫瑰精油、泰国无火香熏、巴基斯坦骆驼

皮灯等精品悉数亮相。

通过空间焕新、场景打造、IP联动和

体验组合等多种方式叠加，禧市集营造一

步一趣、一展一景的逛大集体验，为市民

游客提供充满新鲜感的购物体验，激发消

费潜能与商业活力，打造出富有上海特色

的“商业+”跨界融合联动的新年氛围。

此外，步行街的商家也纷纷推出新

春特别优惠，新世界城的明折明扣，新世

界大丸百货的满赠优惠活动，百联ZX

新店开业活动，第一食品的年货节活

动，吸引着络绎不绝的顾客。还有各大

老字号推出的年货大礼包，无论是想年

前采购花式年货的“猎奇党”，还是想一

个人搞定一桌子年夜饭的“厨房小白”，

都能在南京路步行街一站式体验上海纯

正的年味。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昨天上午，金山区山阳镇蓝色收获小区举行了一场充满“春意”

与“年味儿”的迎新春活动。现场，居民书法爱好者铺开红卷，蘸好

笔墨，凝神聚气，在红彤彤的纸上挽袖提笔挥毫泼墨。灯笼DIY、福

字拓印，小朋友亦忙得热火朝天，整个活动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

氛围，大家在一起感受着浓浓年味。本报记者 陶磊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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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墨浓情迎新年

过大年乐游上海
临近新春佳节，南翔老街、七宝古镇已是人头攒动，即便气温走

低，也挡不住市民游客的“逛吃”热情。而在南京路步行街上，各家老
字号商店门头“龙气十足”，“烟火气”与“新潮味”交融，浓郁的年味更
是扑面而来。打开沪上古街的龙年“民俗文旅菜单”，好戏接连不断。

■ 上海大学的外国留学生体验“小笼文化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