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本报讯（记者 张炯强 陆梓华 易
蓉 王蔚）!月 "#日，本报联合共青团
上海市委、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
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电气集团、
复星集团等多家单位，推出了“晒一晒

我的年味”活动，约请年轻人来“晒一
晒”在没有烟花爆竹“硝烟”的春节里自
己经历的浓郁年味，引导每位市民从自
我做起，摈弃烟花爆竹，过一个绿色的
春节。消息经各单位微博、微信平台发
布后，引来沪上青年人热议。

连日来，团市委、上海电气集团的
团组织，纷纷邀请团员青年立即行动起
来，加入到新民晚报倡议的文明过年行

列。“$青春上海”发布了一则由 !"%&&

青少年公共服务中心以及本市多家单
位团委联合发出的“拒绝烟花爆竹 拥
抱蓝天白云”"'!( 年和谐低碳迎春倡
议，号召团员青年拒绝燃放烟花爆竹，
从少购买一串鞭炮、少燃放一个礼花做
起，减少空气污染。

复旦大学大三学生仇胜群说，虽然
不少人认为禁燃烟花爆竹会减弱年味，

但过年仍然有很多丰富精彩的事情可
以做，贴春联、包饺子、年夜饭、看春晚、
走亲戚拜年、外出踏青等，这些活动中
都体现着浓浓的年味。复旦大四学生余
尔琪也表示：“浓浓年味的春节其实并
不需要鞭炮。作为 )'后，不如尽一次传
统孝道，为爸妈、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做一道菜，洗一次脚。”

上海交大研究生会微博通过网络

发起“年味 *+,- ./01”的号召。留校过
年的交大学子晒出了温馨特别的年饭
夜———“马不停蹄”“金戈铁马”，年夜
饭菜单“马味十足”，让师生体验了一
把“舌尖上的交大”。为了烘托吉祥的
气氛，上海交大还特地准备了“电子鞭
炮”，既无污染又安全，还能重复使用。

上海师范大学团委的官方微博也
发出了同样的倡议。活动负责人、上师

大大三学生朱伟琪说：“非常希望今年
大家能通过环保的方式，过一个健康绿
色年。”西安姑娘、大二学生张萌不忘把
倡议带回了家乡，她说：“中西部地区的
空气污染也很严重，我和同学在各个网
站发出倡议，过一个健康、环保的绿色
低碳年。”在微博、微信平台上，上师大
的学子有的晒自己做的金元宝蛋饺，有
的则晒爷爷奶奶们手写的春联。

! ! ! !本报讯（记者 张欣平）连日来，国
网上海市电力公司积极落实节日保电
抢修预案，部署上海电网安全稳定运行
及电力有序供应工作，全力保障本市供
电，确保全市居民春节用电。
本月中旬以来，上海电力各单位组

织精干力量，进一步加强城区电网设备
特巡工作，针对特高压变电站、跨区换
流站、重要枢纽变电站及全市范围重要
区域的配网设备开展了一轮状态检测
工作。工作人员深入排查关键环节、重
点部位、重要场所、热点区域可能存在

的隐患，确保春节前消除重要设备运行
缺陷。对本市交通枢纽、轨道交通、医
院、人员密集场所等 !"类、%!"户重要
用户开展了安全用电专项检查，向每家
用户发放安全用电告知书，要求做好自
备应急电源配置和停电应急预案。

市电力公司春节保电方案也已付
诸实施。春节期间，上海电网重要厂站
将保持全接线、全保护运行，做好负荷
预计和电网发用电平衡工作，确保电网
具有适当备用，确保重要保电场所的双
电源供电。加强对所属运行设备特别是

和保电相关的重要设备的巡视，安排对
有关""'千伏架空线、电缆的特巡。同
时，上海电力平均每日安排值班、抢修
人员%'''余人，抢修、应急队伍近%''

支，各类抢修、应急发电、照明等车辆近
千辆。全市#)个营业窗口全部正常对外
开放，每日安排&2'人上岗；每日安排"(

名用电监察随时待命处理突发用电事
件，!('名)&&)3热线接线人员"(小时受
理用户咨询、故障报修等业务，!#''余
人次抄表人员、账务人员正常开展抄
表、出账业务。

! ! ! !马年春节就要到了，漫步街头，年
味也越来越浓了。记者近日在本市一些
公园、街头绿地和社区活动中心采访时
发现，相当多老年人的脸上都挂满了笑
容，他们拉着记者的手说：“今年过年，
我们要到儿女家住几天。”

年夜饭 聚而难乐
每到除夕夜，老人们最开心，难以

谋面的儿女们在大小饭店订的年夜饭，
让他们期盼已久。年夜饭桌上，几代同
堂举杯同祝新年健康快乐。而家住龙山
新村的苏伯俊老伯，却把每年的例行年
夜饭称之为“两小时的快乐”。两小时的
团聚，相当部分的老年人普遍认为是聚
而不乐。

家住北新泾的沈伟昌老伯说起去

年的年夜饭时，更是觉得没一点快乐。
他告诉记者，儿子打了个电话说是在东
湖路上某酒店订了年夜饭，只说是傍晚
&时半，就挂断了电话。除夕那天，沈老
伯夫妇下午 %时就走出家门，换乘了 %

辆公交车，花了 "个小时才找到酒店，
此刻老人已精疲力尽。

拜年忙 忙煞老人
去父母家过年，祝老人健康长寿，

是春节中的一个重头戏。记者在枫林街
道天三老年活动中心采访时，老人在对
小辈来家拜年肯定的同时，也说了自己
的看法，王仁根老伯说：“小辈来拜年，
开心是蛮开心，但为了一顿饭，两个老
人要忙二三天。”枫林街道老年协会的
陈燕认为：过年了，老人天天盼全家团

圆，图个喜庆欢乐，但小辈们一走，不仅
洗碗刷锅之类由老人承包，剩下的菜肴
也要老人吃上十天半月。

带回家 共享快乐
近日记者从一些企业中了解到，有

相当多的中青年市民有了新的设想：过
年把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带回家，让他
们过个轻松年。就职于某数码印刷公司
的陈健先生，早在一个月前就订好了计
划，把远在江苏泗洪的父母接到上海自
己位于康桥的新家，亲手为父母做顿年
夜饭，一起看春晚，以后几天带老人看
看上海的新变化。某网络公司的赵海颖
小姐也准备接父母和爷爷奶奶回家过
年，并开车带他们回江西安义县老家。
本报记者 张欣平 通讯员 刘天林

! ! ! !大年夜在中国人眼中
特别重要，是一家人团聚
在一起，吃着热腾腾的年
夜饭、看着热热闹闹的央
视春晚、话话家常的重要
时刻。然而，在上海儿童医
学中心各个病房中，却有
一群医护人员，放弃与家
人共享天伦，坚守在工作
岗位，守护着患儿们的生
命安全。

每间监护室
都住满患儿
尽管春节期间门急诊

的病人明显减少，但病房
里却依然热闹。
儿童医学中心共有三

间主要的重症监护室：新
生儿重症监护室 4567，儿
童重症监护室 8567，胸外
科重症监护室 6567，几乎
每间监护室里都住满了重
症患儿。

在 8567 住着 %' 多
位重症小患儿，他们有的
患有重症肺炎，有的刚刚
经历过手术，还有化脓炎
脑膜炎的小患者。袁姝华
是除夕夜值班的医师，这
位年轻医师工作 &年已经
上了 %年的除夕班。
“一年忙到头，过年也

不能和爸妈吃顿饭，想想
眼睛就酸了！”小袁一边说
一边声音就哽咽了。由于
今年小袁还在担任住院总
医师，除了除夕夜外，她还
要在春节中值 %个班。不
过小袁说，爸妈晚上会送
饺子来，总算是一家人团
圆吃顿年夜饭。
除了小袁以外，年资

稍高的任宏医师从做住院
医师起就没有完整地过过春节。工
作 !! 年的 8567 护士许晴来今年
已经是连续第 3年要在年初一上班
了。护士长陆华为了让更多的护士
们过年能休息一下，自己则悄悄多
加了几个班。

整个晚上基
本无法休息
在 4567满满住着 )%

位小患儿，他们都是出生
不满一个月的婴儿，大多
数是早产儿，还有重症感
染、新生儿黄疸等。在这其
中，最小的是孕期仅 ")

周，体重还不满 !公斤的
早产儿。
今天除夕夜守护他们

的是朱若尘医师，他已经
连续 "年在除夕夜与患儿
们一起过节了。面对春节
值班，还没当上爸爸的朱
医师却充满了父爱。他说，
虽然大年夜上班不比平常
轻松，要看护到所有的患
儿，到时间了要给小毛头
喂奶，还要看他们吃奶的
情况，吃完奶要拍背，如果
有紧急情况还要抢救，整
个晚上基本是没有休息
的。“但能守护着孩子们，
让他们平安跨年，也是件
很温馨的事。”

由于监护室与一般的
病房还不一样，一般收治
567的病人病情都比较紧
急或是比较危重，不管是
医疗还是护理，都要更加
上心，更加仔细。儿童重症
监护室任宏医师说，就是
因为过年，大家会更用心，
一定要守护患儿平安过
年，让爸妈们安心。

另外，由于 567 里没
有家长陪伴，患儿和家长
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心理上
都有一种非常难言的孤独
和伤感。因此，春节值班的
医师都会格外用心，不仅
在医疗安全上做足功夫，

还会为患儿及家长们的心理上带去
安慰。即使刚出生的小婴儿根本看
不见，医护人员也会在床头布置一
些喜庆的装饰品，祝愿他们早日康
复，健康成长。
首席记者 施捷 通讯员 夏琳

! ! ! !随着马年春节到来，不少医院
及住院病人家属又开始犯愁了，春
节期间，外来务工人员大量返乡，保
姆及护工“荒”又成为沪上众多家庭
的心头之患。但在浦南医院，绝大多
数护工都坚守在病房，全心全意为
病人服务。

护工许永安春节期间坚守在病
房不回乡过年已十个年头了。有一
年春节，她在打扫病房时，发现地上
有一个发亮的东西，捡起一看是一
枚金戒指。许永安捡起后没有丝毫
犹豫，立刻交给了病区护士长。经护
士长调查知道，这是 "(床一位老年
病员遗失的。这位老年病员为了这
枚遗失的金戒指，已经几天吃不好
饭、睡不好觉，身体也一天不如一
天。当看到金戒指失而复得，病人心
情大好，病人家属特地写来感谢信
表示感谢。

护工杨玉琴是消化科病房护
工，在春节期间坚守病房也已是第
二个年头了，在节日期间，她不仅精
心照顾病房里的每一位病员，还细
心地观察病员家属的情绪变化。有
些病情较重的病员家属，由于连续
在医院、家庭二头跑，处于极度焦

虑、不安和疲乏状态。她总是主动安
慰病员家属，让家属多在家休息，自
己彻夜不眠守护着病员，当病员有
需要时及时与家属联系。

肿瘤科护工张菊香已有 !%年
没回家过春节了。她工作时脸上总
是洋溢着温柔的微笑。有一天，一位
老年病员在走廊里突然要晕倒，旁
边家属拉不住他，这时，小张冲上前
抱住老人，使老人安然无恙。

老护工戴燕已经 "'个春节没
有回家了。今年春节前，家里来电话
说老母亲生病了，希望戴燕早点回
家，但戴燕想到春节期间医院护工
人手紧张，自己 "'多年的护工工作
经验可以在节日期间更能助医生护
士一臂之力，于是就在电话里歉疚
地告诉妹妹：老母亲只能让你受累
照顾了，等过完年我再回来。

浦南医院近 2'名护工都来自
安徽、江苏、河南、四川等地农村，都
有自己的家庭，有的甚至已有了孙
子和外孙；但为了医院病房里的病
人，她们中绝大多数都选择坚守在
病房里，春节期间不回家，被病人和
家属们称为可爱的“新上海人”。
通讯员 蒲欣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一提到马术，人们自然就
联想到“贵族运动”，无论是欧
洲皇室贵族还是城市中金领新
贵，马术仿佛成为一张身份和
财富的标签，和普通人似乎沾
不上边儿。但在上海市实验学
校东校，校长王玮航却大胆地
引入了“马术课”，让普通孩子
也能体验这项“贵族运动”。目
前，已有 3名学生成为马术课
的“固定成员”，新学期还将进
行新一轮的报名。

上周六，在奉贤的乐派特
马术俱乐部里，八年级（%）班的
王瑜闻正在完成她春节前最后
三堂马术课，并和她的伙伴、俱
乐部战果累累的 !& 岁“壮年
马”帕尔福一起，首度挑战和跨
越了 &'厘米高度的障碍。

俱乐部的室内训练馆里气
温并不高，但上完第二堂一小
时的障碍跨越准备课，卸下头
盔的小瑜闻满头大汗。“学校是
去年暑假推出的马术课。一开
始，我父母并不大赞同我报名，
觉得学马术地方太远太费时
间。”但从小喜欢动物的小瑜闻
却被这门课程所吸引，瞒着父
母，和同学们一起来到马场“试骑”，并被教练
一眼相中。

虽然只学了半年，但她已成为了“种子选
手”，即将参加今年上海市运动会的马术比赛。
在上海的中小学学校里，开设马术课程的

学校并不多见。王玮航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
的提升以及马术这项运动的逐渐普及，普通人
体验马术已不是梦想。“这项曾经的‘贵族运
动’仍然保留着一些精华部分，比如，教会孩子
如何和动物和谐共处；让孩子能够学会良好的
仪态，保持良好的坐姿和站姿等。”

本报记者 马丹

申城团员青年响应本报倡议，“晒一晒”如何过个环保年

拒绝烟花爆竹 春节多陪长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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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不回家 坚守在病房
———浦南医院护工被称为可爱的“新上海人”

上海电力春节保电预案给力
3000名抢修人员1000辆发电照明车严阵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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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在位于奉贤的海湾国家森林公
园内举办的首届上海梅花节有什么
特点？别具一格的布局正是有别于
其他梅园的关键。三岭七湾打造的
是“十里香雪海”，唐宋梅厅诉说的
是艺梅历史。

起伏地形分割梅
园景区
梅花品种最多？梅树树龄最久？

占地面积最大？究竟什么样的梅园
才能算是国内顶级，才能最好地展
示梅花风姿？对于这个问题，上海海
湾国家森林公园的回答是自有格调
的精妙布局，既有梅花的自然之美，
又有梅文化的历史韵味。
日前，记者探营首届上海梅花

节的举办地———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之梅园，在两排“铁骨红”梅花的夹
道欢迎下，“一湖三岭七道湾”的布
局逐步展露眼前。“梅园以探香湖为
核心，以四周的起伏地形作为景区
分割的依据，所以形成了‘一湖三岭
七道湾’的游览线路。”园方工作人
员介绍说，!#' 亩的探香湖可谓梅
园景观的“统领”，沿湖起伏的地形
上，此时则有梅花构成核心景点，那
就是三岭和七道湾。
七道湾则分别以梅花的类型命

名。一道湾即垂龙湾，以垂枝梅、龙
游梅等造型较为奇特梅种群为主，
还辅助种植了龙桑、龙枣、龙爪槐等
植物；二道湾即绿萼湾，以绿萼梅为
主的混交种群，花开淡绿色，清新脱
俗；三道湾即江梅湾，以江梅为主的
混交种群；四道湾即宫粉湾，以宫粉
型梅为主的混交种群，娇艳的粉色
最适合装扮春天；五道湾即朱砂湾，
以朱砂型梅为主的混交种群，稀有
的墨梅就在这里；六道湾即洒金湾，

以洒金型梅为主的混交种群，那枝
条上斑驳的亮点，好似太阳的光辉；
七道湾即春后湾，主要是杏梅种群，
雪白一片。

古朴梅厅写意梅
花文化
如果说三岭七道湾展示的是成

片梅花，那么坐落在三岭之上的唐
梅厅和宋梅厅则是凸显单树梅花的
风姿，以及梅花文化的底蕴。
西岭核心唐梅厅是一座仿古木

结构建筑，在梅花节期间将主要承
担游客服务中心、梅花文化展示中
心和游客休息茶室的功能。届时不
但将有精品梅桩百余件、盆栽梅花
三百余盆、梅花字画和摄影作品等
梅花文化珍品在厅堂内全方位展
示，庭院内还有两株百余年历史的
“梅王”、“梅后”坐镇。

东部景区七道湾核心宋梅厅是
一座仿古木结构建筑，倚靠香雪海、
依势香雪湖，涵养梅香与梅韵。除了
和唐梅厅一样的功能定位，其内还
有另一尊大物———“宋梅”。作为本
次梅花节点睛的两株古梅，一东一
西的接壤，一左一右的盘踞，传承的
是梅香古韵，平定的是古道梅风。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互动回答赢门票

问题 "! 有多少种不同的梅花

在!优倍"首届上海梅花节亮相#

扫一扫二
维码，进入微
信答题页，参
与本次问答，
赢取“优倍”首
届上海梅花节
门票。

89:);<=>?

一湖三岭七湾打造“十里香雪海”

! ! ! !春节前，黄浦区老西门社区被授予“中国楹联文化社区”。在文庙举行的老
西门社区春联大会共征集来自海内外楹联爱好者的春联 !万余幅，并邀请 3'

位书法家现场为市民书写春联送祝福。 本报记者 张龙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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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上海人
过春节有“兜喜神方”的传统，意思
是一家人一起到郊区去玩一天，以
各种各样的活动来过年。马年新春
将至，古猗园今年首次发布“闹春指
南”，为市民送上一份春节旅游活动
指南。从今天开始，本报读者还能猜
灯谜赢取新春游园会门票两张。

闹春攻略之
旧时上海在春节期间有“逛庙

市”的民俗，古猗园就在春节期间还
原了春节庙会场景。缺角亭香樟林
前，身着唐装的民间艺人吆喝声此
起彼伏，带着马年吉祥物向游客表
示新年祝愿。画出来的糖马、捏出来
的面塑马、活灵活现的微雕马、喜气
洋洋的剪纸马、憨态可掬的气球马
等，都让园内年味十足。

闹春攻略之
今年的猜谜活动从年初一开

始，有 "'!(条灯谜等待游客“揭
秘”，园方将推出现场猜谜、移动短
信猜谜、微信猜谜、微博猜谜、网页
猜谜五种方式，并在 "月 !日至 &

日开展灯谜擂台赛，由沪上谜家轮
流主擂。今年还首次采用互动游戏
的猜谜方式，谜题悬挂在玩偶身上，
谜底标注在玩偶的底部，通过“丢沙
包”获知答案，使孩童们在玩乐中体
会灯谜文化的精彩魅力。

闹春攻略之
今年的美食庙会将分设本地、

国内、国际美食三大特色展区，来自
全国各地的地方特色小吃与泰国、
印度、西班牙等国家的美食商将同
台献艺，满足广大吃货的口福。作为
上海包子的代表，热气腾腾的南翔
小笼还有“蒸蒸日上”的吉祥寓意。

闹春攻略之
目前，公园内各种梅树的枝头

上已挂满鼓囊囊的花苞，宫粉、绿
萼、玉蝶、朱砂等各个品种的梅花正
处在将开未开、花骨朵儿缀满枝头
阶段，是游客最佳探梅时机。一些枝
干横斜疏瘦，姿态虬曲苍劲，更兼
红、白、绿的色彩，韵味已足。
古猗园还为本报读者准备了一

条祝福灯谜———“欢天喜地过今年”
（打古代衙门职役一）。读者可于今
天至 "月 #日发微信参与猜谜，前
!''名答对者可获古猗园提供的新
春游园会门票 "张。

参与方式：添加!上海古猗园微

信公众平台")

微信号 *!" #

$%&'()*+,-)编

写 ! 猜 谜 )

./01)答案"发

送至古猗园官

方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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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市民春节举家郊游哪能白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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