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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非遗

版”春节到来，一

起寻找上海非遗

里的年味。新年

穿新衣，是中国

人过春节的习俗

之一。这几年新

中式服装持续

“圈粉”，一跃成

为“新年战袍”的

顶流。其实多年

来在上海，中式

服装的制作技艺

一直在传承。中

式女装制作技艺

是市级非遗项

目，以制作精细

讲究而闻名。非

遗代表性传承

人、上海“庄容”

品牌艺术总监章亚华及其

团队，设计制作的一款麒

麟马甲，成为深受消费者

喜欢的“爆款”，已连续几

年翻版改良制作。这款麒

麟马甲不仅颜色喜庆，制

作工艺考究，还运用了手

绣技艺。麒麟图案，配上

祥云，尽显中国传统特色

和文化底蕴。新年添一件

新衣，给自己带来好运和

力量。

婴儿的清脆啼哭声是佳节里最动听的音符

 时  分，首个“蛇宝宝”降生

“师傅，麻烦开一下后备箱，我

们要看一下。”1月28日，农历除夕

的清晨，青浦金泽检查站的高速道

口寒风刺骨，一位身着“白衬衫”的

民警正一丝不苟地对过往车辆进

行安全检查。

青浦公安分局金泽派出所民警

张建荣，今年59岁，还有不到2个月

就要退休了，这个春节的安保任务，

将是他脱下这身警服前最后的重

任。在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里，他像

往常一样，早早来到检查站，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平安、守护团圆。

临近退休仍坚守一线
青浦是上海的西大门，金泽检

查站更是这一门户的关键节点。1

月23日至28日返乡高峰期间，每

天经过金泽检查站道口的平均车

流量就超过了4300辆次。

自2019年长三角生态绿色一

体化发展示范区成立，千年古镇金

泽，站在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最

前沿。在社区工作了38年的老

张，第一次“离开”了社区，来到了

金泽检查站，负责驻守上海西大门

陆路道口第一关。

老张从小就有一个“警察梦”，

1985年他如愿入警，并在基层默默

服务了整整39年。退休前，他有

幸穿上了象征荣誉的“白衬衫”。

他感慨道：“这辈子其实就做了一

件事，就是在安安静静中守护太

平，让社区居民们安心、放心。”

走街串巷乐当“老娘舅”
2009年，西岑派出所合并入金

泽派出所，张建荣成为莲湖村、东

天村、钱盛村、莲盛居委的社区民

警。他管辖的区域流动人口多，商

铺场所密集，还有三家大型企业。

面对复杂的治安形势，老张总

结出“八个入户”工作法，经常拿着

笔记本和警民联系卡走街串巷。

青西郊野公园开放后，莲湖村民宿

业兴起，但游客车辆激增导致停车

位紧缺。村里规划集体停车场时，

部分村民担心占用集体用地和收

费问题，意见分歧较大。张建荣与

村委班子一起，挨家挨户做工作，

最终推动停车场建成。

老张分管的金泽镇东部三个

村土地纠纷频发，如果处理不好，

很容易升级为纠纷隐患。钱盛村

的两户陈姓人家就曾因“宅边地”

种植问题争执不下。老张凭着对

村里“人头熟”的优势，邀请村干部

和乡贤一起上门做工作。经过多

次上门调解，双方态度缓和，当场

签订了调解协议，并划定了地界，

也消除了两家人长久以来的隔阂。

夜色渐浓，家家户户围坐享用

年夜饭时，检查站的工作也逐渐平

静下来。老张终于可以坐下来，吃一

口派出所食堂“打包”来的年夜饭。

除夕的钟声敲响，老张依然坚

守在岗位上。正是这份坚守与奉

献，绘就了最美“警”色。

本报记者 解敏

蛇年到，喜庆绕。新的一年，最

美好的事情莫过于迎接新生命的到

来。“小蛇”宝宝活力满满地来到这

个世界，清脆的啼哭是佳节里最动

听的音符。

大年初一0时08分，在上海市

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产房，首个“蛇

宝宝”顺利降临。这是高女士和姜

先生收获的最珍贵的“新春礼物”。

因为妈妈姓高，又出生在新年里，因

此父母就给他起了个可爱的小名

——“年糕”，希望他能够人生皆坦

途，岁岁年年节节高。助产士帮“年

糕”称体重——3245克，轻轻戴上

帽子，敲好了“小脚印”，接着将他送

入妈妈的怀中，随后递上了一妇婴

给这个幸福家庭准备的“限量版”小

礼物——一对由助产士原创的蛇年

生肖窗花。“我也没想到会成为蛇年

第一个宝宝的妈妈，‘年糕’是我们

新年最珍贵的礼物。”高女士尽管很

疲惫，但脸上洋溢着幸福和喜悦，

“我们对宝宝的期许很简单，希望他

能健康长大。”为他们接生的助产士

戎妙玲在产房工作了13年，也是第

5年在大年夜值守，“作为一名属龙

的助产士，能够站好我本命年的最

后一班岗，很有意义。”

0时14分，在复旦大学附属妇

产科医院杨浦院区的产房内，来自

浙江的张先生和来自四川的艾女士

收获了蛇年新春的第一份大礼——

一个健康可爱的男宝宝，体重3360

克，这也是这对新上海人的第二个

宝宝了。“今年是我的本命年，没想

到宝宝能踩着新年的钟声来到这个

世界，这让我感到格外惊喜。”艾女

士满心欢喜，“希望宝宝能像蛇这个

生肖一样，智慧灵动，充满生机。”张

先生则贴心地为临盆的妻子穿上红

色的袜子，陪伴妻子度过了整个分

娩过程。他感慨：“在导乐间的全程

陪伴中感受到了妻子的辛苦。她真

的很坚强，我很感激她。”夫妇俩为

宝宝取名“一新”，寓意着在新的一

年里能够焕然一新，开启新的生活

篇章。

1时35分，一妇婴西院也迎来

了“蛇小弟”。“看看宝宝的小脸”，助

产士笑着将孩子抱到妈妈蒋女士面

前，让母子第一次面对面，随后为

“蛇小弟”称重——3140克。孩子

的爸爸倪先生是羽毛球教练，因此，

他和妻子为宝宝准备了个有趣的小

名——“羽毛”。在助产士递上原创

的生肖窗花后，“咔嚓”，这个小家庭

的第一张合照诞生了！

一妇婴主持工作的副院长王薇

介绍，在刚过去的除夕，有51个“龙

尾巴”扎堆降生，而截至大年初一上

午8时，东西院已经有10个“蛇宝”

组团来报到。截至上午9时，复旦大

学附属妇产科医院一共迎来了19名

“生肖宝宝”。记者也获悉，大年夜，

各妇产医院都安排了充足的医疗保

障力量，医生和助产士都全员配置，

备班也作好准备，为母婴健康安全

筑牢一道温暖和坚实的防线。

本报记者 郜阳

老早上海的年味到底在哪

里？年龄稍长的，回忆当年排队买

年货，甚至为了买到几条带鱼，都

得在天亮前将自家竹篮、小矮凳依

次放在菜场摊位前，算作排队。这

是在回味物资不充裕时代的某种

生活。“  后”则开始回忆幼时跟祖

辈、父辈挨家拜年，大人手中提着

奶油蛋糕，为防止公交车上挤坏蛋

糕，不惜扬招一部出租车——甚至

眼看着两部桑塔纳差头驶过仍不

舍得出手，只等小夏利——毕竟有

好几元钱的差价。改革开放之初，

阿拉收入有增加，但大多数人哪怕

过年，也就是这样计算着花销。

所有的过年回忆，往往都带有

春节时的生活与平日不同之处，同

时也在于过年时家庭支出的增

加。有人认为如今年味淡了，无非

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过不过年的，

在衣食方面区别不大。那么，如今

“  后”小朋友，未来该如何向他们

的小辈讲述春节呢？年味在他们

心中是否也如一些大人所说那般

“淡了”呢？

多问问孩子们，反倒发现情况

并非如此。比如许多新上海人的

孩子，期盼一年一次回老家。有孩

子跟我说，想在农村老家的灶台上

烧菜，也有孩子想在老家与小伙伴

放小烟花。哪怕是老上海家的小上

海，也想着祖籍地是否还有亲戚，想

回那个梦中的故乡看看。毕竟，上

海自开埠以来渐成一座移民城市。

春节的这种乡思，不仅新上海人家

的孩子才有。当然，也有这些年春

节出游经历的，大江南北黄河上下

的种种新春民俗，小朋友多有体

验。甚至出国旅游时感受到异国新

春的情调，无论韩国，还是新马泰，

各有各的味道。哪怕出游到欧美，

也能闻到中国春节的气息。

今年，更多老外来到中国，又是

另一番景象——在春节，人人尽说中

国好，从乙巳开始的一种回忆……

坚守与奉献绘就最美“警”色

“白衬衫”最后一次春节值守“西大门”

“  后”的春节回忆 姜浩峰

■ 今天 时  分，第一妇婴保健院东院首个“蛇宝宝”顺利降生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走基层新 春

■ 张建荣除夕坚守金泽检查站

（上接第1版）到了晚上，许多居民
都会好奇地出来，赏花、拍照、发朋

友圈。这样的“昙花之约”坚守了

廿余年。许多人都说，“种花爷

爷”是懂浪漫的。他送出去的昙

花也在很多邻居家里长大了，让

更多人看到了这份独特而难得一

见的美丽。

昙花不耐寒，但室内又养不下

这么多花花草草。了解到这个“美

丽的烦恼”，去年底，五角场街道联

合居委会、社区规划师、同济大学学

生、社区居民和爱心企业，把小区里

一处约30平方米的废旧角落改造

成“梦想小院”，搭建了一处越冬的

花房。同济大学的学生们还在小区

的地面上手绘彩色昙花，从小院出

发，一直画到小区大门口，绽放出一

路繁花，新年带着梦想“走花路”，格

外有氛围。

有了这个小院，朱忠德当仁不

让成了“院长”，担负起小院的日常

维护和打理。其他的居民则成了养

花、护花的志愿者，大家一起用心呵

护这个“梦想小院”，呵护所有人对

美好生活的梦想。老邻居吕玲英

说，到了晚上，“梦想小院”亮灯后格

外漂亮，大家一直都很感谢老朱和

街道、居委带来的美景，不少人还在

老朱那里分享过昙花、三角梅等鲜

花绿植，这次能在春晚的舞台上展

示给全国人民看，更是格外开心和

自豪。同住一个小区的俞祉渲小朋

友也说，自己平时就爱来“梦想小

院”玩耍，这次听说有机会参加春晚

演出，格外开心。电视台来拍摄的

时候，妈妈特意为俞祉渲拿出了为

新年准备的拜年服，一定要在镜头

面前展现出最美的五角场人、最美

的杨浦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