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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新 春 凡人繁年

豫园地铁站，紧邻“所有人都必
须打卡”的上海地标景点，并以之为
名。新春佳节，是车站最忙碌的时
候，日均客流9万人次，极端客流达
34万人次。
今天是大年初二，豫园地铁站的

换乘通道内满是出门拜年的市民和纷
至沓来的游客。一排排分流栏杆竖
立，站务员三步一岗有序疏导，应对着
每隔几分钟就出现一次的高峰。
殷悦，共青团十九大全国代表，95

后的她已在这里坚守了整整五年。人
流中，脸上一直挂着微笑的她脚下不
停，一次次出现在“人最多的地方”，引
导乘客安全前行；她嘴上不停，回答着

乘客们“千万次的问”，以最快的速度
为每一个人指明要去的方向，处理票
卡通行等急难问题。

记者跟随殷悦巡站30多分钟，高
强度的节奏着实已让人有些扛不住。
而对于殷悦来讲，每一次当值的12个
小时里，这样的路她要来来回回、反反
复复走上许多遍。每次下班后回到家
中，殷悦的步数总能霸榜微信，亲友们
总劝她：“一年到头都见不到你的人
影，一看步数就知道你又在上班，逢年
过节的该歇口气了。”而殷悦总带着标
志性的微笑回道：“站务员的霸榜步
数，就是上海地铁的温度，我们真的停
不下来。”

他来自革命老区用歌声陪上海过新年

持证街头艺人乐为城市歌唱
万家灯火，幸福团圆。在静

安公园门口的街头艺人表演点，
“城市艺人”称号获得者林晓明已
连续在此坚守了6个新春，他和街
艺兄弟们用一曲《明天会更好》送
给和他一样坚守在工作岗位的警
察、环卫工人、出租车司机……歌
唱祖国，歌唱城市，歌唱幸福。自
从6年前，林晓明成为上海持证街
头艺人，几乎每个春节，他都是这
样以歌声陪城市守岁。

今年，是林晓明从故乡江西
来上海的第12年。2018年，他成
为上海持证街头艺人，2021年，他
不仅成为首批获得“上海城市艺

人”授牌的16名街头艺人之一，还
向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如今
已是上海持证街头艺人专委会的
副主任。他现在除了自己表演之
外，还要负责排演出的点位和表
演人员，因为涉及到的人和场地
很多，每天都要忙到深夜12时左
右才能睡。“我来自江西革命老
区，应该发扬老一辈革命家的精
神，敢于奉献、乐于奉献。”林晓明
说，“过年了，我也尽量让那些有
老人孩子的街艺兄弟姐妹回家过
年，我自己留下来，能在新年为这
座城市歌唱，就是为我的家人歌
唱，我唱得开心，也觉得温暖！”

心 语
2012年，我从家乡江西赣州来

到上海，虽然喜欢唱歌，但不知道该
去哪里演出，直到6年前，我成了上
海的持证街头艺人，真正感觉不再

是“沪漂”。再后来，我又获得了“城
市艺人”的称号，和歌迷、和上海的
感情更深了。我的家乡在革命老
区，每次站在话筒前唱起红色的革
命歌曲时，感觉上海和家乡更近了。
从我成为街头艺人后的第一

个春节起，每个新年我都坚守在演
出点为大家唱歌。说不想家，那是
假的，尤其是春节临近，看到大家
纷纷拉着行李箱，我也会想念家人
和朋友，也想和他们一起吃团圆
饭。我已经连续6年没有回家过

年了，只能演出之后和家人视频连
线一下。在上海用歌唱的方式过
年，歌迷总是很暖心。记得有一年
过年，一位阿姨给我买了一杯热气
腾腾的奶茶，并送上新年祝福，让
我觉得生活充满了甜蜜和温暖。

越是过年，就越能感受到上海这座
城市的温度。
今年从除夕夜到元宵节，只要

天气允许，我们在整个上海11个
表演点位总共50位艺人，每天的
演出都不会间断。
常年站在街头唱歌，我也有些

职业病，去年我的腰椎间盘突出发
作，但是我真的热爱街艺，始终放
不下，所以就边治疗边继续唱，多
唱歌心情好，也有助于康复。幸福
的歌声是可以治愈一切的，比如前
两年，有位街艺兄弟阿洛生了重
病，需要开刀，我们一起歌唱为他
捐款，大家从《明天会更好》唱到
《阳光总在风雨后》，从《最初的梦
想》唱到《老男孩》……演出最后，
现场观众和我们所有街头艺人一
起合唱《大中国》，大家手拉手，心
连心，他半年就战胜了病魔，重返
演出点位。
我希望我能用歌声一直陪大

家过年，把歌里的幸福和快乐传递
给这座城市的每个人。

新 愿
今年是上海持证街头艺人上

岗十周年，我希望不断提升自己的
艺术水平，唱得更好，让更多歌迷
喜欢。也希望自己多写一点原创
作品，能让大家听到。生活里，希
望家人身体健康，我早日落户上
海，成为一名真正的新上海人。

本报记者 吴翔 采访实录

心 语
2019年，我成为了一名服务

在一线的地铁人。豫园站的每一
天几乎都是应对大客流的“攻坚
战”，虽然常会累得喉咙嘶哑、腿痛
脚肿，但听到乘客们的一声声“谢
谢”时，就会觉得自己的辛苦付出
是值得的。
工作五年后，我已从最初不知

所措的“小白”成为了如今能够坦
然应对的“小师傅”，也带教了一班
“小徒弟”。如同我刚入职时的那
样，面对蜂拥而来的乘客时，“小徒
弟”们常常会手忙脚乱，此时此刻，
我总会站在他们的最前面，“别紧

张，跟着我，相信自己，相信我们的
服务是最专业的。”“小徒弟”们有
时候也会“闹闹小情绪”，回答乘客
反反复复的问询时，常常说着说着
就有些“面孔抽筋”，而我要求他们
必须“微笑微笑再微笑”。我告诉
“小徒弟”们，我的师傅曾经一次次
对我讲：“每位站务员都是上海地
铁的形象，我们的职责不仅是守护
安全更要传递温暖。”
站务员总会遇上许多的突

发情况。前些天，我看到有位老人
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提着一袋特
产，在闸机口不停徘徊。我上前询
问得知老人和家人走散了，她颤抖
的手从包的最深处摸出一张叠成

正方形的纸条：“孩子，我没有手
机，这是家里人写给我的电话，我
随身带着的。”“好的，我们来联系
她，您就在这里等我。”说完，我连
忙推来轮椅让老人坐下，还拧开盖
子给她递上了一瓶水，“阿姨，我们
已经在联系了，您先休息休息。别
着急，我会陪着您的！”没过多久，
站长就传来了好消息，我赶快告诉
老人：“您的家人找到了，他们在陕
西南路站等着，从这乘3站就到
了。”随后，我推着轮椅把老人送上
了列车，扶着她坐在了座位上。列
车启动，隔着车窗看到老人竖起的
大拇指，我的心里暖暖的。
站务员总会收获不少的惊

喜。有一次，我在巡站时听到小
孩的哭喊声，一溜小跑赶到站台
时发现，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指
着车门里的大人，已哭得上气不
接下气。我轻拍他的后背把他带
到了安全的地方。“没事的，不用
怕，姐姐会帮你把爸爸妈妈找回
来的。”“是不是去豫园看花灯了，
爸爸妈妈对你真好。姐姐天天在
这里上班，都还没看过呢……”一
句句的安抚，让孩子止住了眼
泪。不一会儿，小男孩的妈妈就
找来了，在连声表达感谢后，带
着孩子上车回家了。但让我万
万没有想到的是，一个多小时
后，小男孩带着家长又回到了站

台，拿着手机和我分享起了里面
的照片，“姐姐，豫园灯会很好看
的，你说你没看过，我想让你也
看看。”

新 愿
新春，我们将一直与乘客相

伴；新的一年，我们将继续在地铁
守护。希望我们的城市交通更加
安全、更加便捷、更加畅达；希望我
们的霸榜步数，能换来每一位地铁
乘客的出行无忧，这中间当然也包
括我们的家人。穿行在有温度的
地铁，生活在有温度的城市，愿新
年收获满满的幸福。

本报记者 陆常青 采访实录

我们霸榜步数就是地铁温度
紧邻景点，豫园地铁站站务员高强度工作节奏换乘客出行无忧

■ 林晓明（前）和伙
伴们在静安公园驻
点演唱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