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新春新愿 希望居民们!早日动迁"的心愿能

成真#

!"#$年是 %!岁的李本全当普陀区长寿路
街道光复里居委会主任的第 &年，这一年，光复
里、合德里成立“旧里管委会”，尝试社区居民自
我管理和服务。在“里管会”牵头下，这片旧里简
屋的环境发生很大变化：坑洼的道路铺平了，下

雨不再积水；被乱涂乱刻“糟蹋”的房屋外墙刷上
了新漆；到处“透气”的弄堂四周竖起了围墙、装
上了监控探头……老百姓夸他：“居委干部为我
们做了桩大好事啊！”
“我是沾了街道的光。”老李说。与他共事的

“里管会”志愿者却告诉记者，要把这些工程“推
下去”，需要在居民中做大量的沟通和协调，这全
仰仗李本全多年和老百姓相处积累下来的信任。

老李说，当主任的第一年，有些老百姓来居
委会，言语不合就开骂，甚至砸热水瓶。“怎么办？
你要真心实意帮他解决问题呀！”下水道堵塞了，
老李买来钢条，亲自去通；下大雨居民家积水，他
推车把居民一个个送到疏散点；他帮老上访户解
决工作，老上访户感激他，每次去正常上访前都
要和他“打招呼”；白天，居民间有矛盾都找他当
“老娘舅”，因为他做事公平、讲话在理；晚上，老

李熬夜“加班”，此时他才能定定心心看材料、写
报告。展望新的一年，老李已经有了谋划：希望这
个“城中村”更“像样”，心底最强烈的愿望，还是
盼着居民们尽早动迁。 本报记者 徐轶汝

! ! ! !新春新愿 政府部门以更加!开放$包容"的

心态来看待并重视老百姓的意见建议#

一踏进姜学国位于控江四村的家，记者就被
他拉到电脑前：“你看，这是我新年向‘区长在线’
提的第一批建议，一共 $"条。”$月 $'日上午 (

时，是杨浦区第 )*次“区长在线”活动。老姜提出
的 $+条建议，涉及到小区停车难、除夕夜消防安

全、建立临终关怀制度、养老服务等等。
细看内容，不难发现，很多建议的出处都是

老姜的“身边事”。他的一位邻居遭遇民事诉讼执
行难，老姜便为其呼吁；!"$!年杨浦区实事项目
中提到，要为 !,&万名老年人提供居家养老服务，
老姜希望这项措施能按时分阶段落实；所在小区
的私家车车满为患，老姜建议发展地下空间。

老姜 #((%年退休，!++!年，--岁的他开始

学电脑。!++'年，他发现了“区长在线”：“这么好
的渠道，一定要好好用。”老姜记得自己提出的第
一条意见“松花江路上的车辆逆行问题”，没想到
很快情况得到了改善，更坚定了他的信心。最近
&年，他坚持每月向“区长在线”提一次建议，每
次 #+条。几年来，老姜提了 )++多条建议。他有
一双特别“挑剔”的眼睛，“出了门，东南西北一
看，就能发现问题。”凭借着这双眼睛和一份热

心，老姜“挑刺”挑出了名。
老姜重视提建议，更重视政府部门的回复。

他指着电脑里那 #+条建议的回复，给政府部门
的回应打出了高分。 本报记者 徐轶汝

! ! ! !新春新愿 !有机会再申请一次经适房%有满

意的房型可以让我挑# "

“周末的早晨赖在被窝里，冬天暖暖的阳光
能晒到床上，那该多惬意啊！”对在朝北终年不见
阳光的小屋住了 !+多年的曹佩而言，经适房意
味着从此告别蜗居，意味着房子“大了、暖了、亮
了”，也意味着照进屋子的那缕温暖的阳光。也源
于此，当好不容易等来的经适房选房机会摆在面

前，曹佩却发现新房的房型好比是“加长版”的老
房子：幽暗的客厅白天得开灯、三房只有一间朝
南、通风也不理想，万般纠结下，她在最后时刻还
是选择了放弃。
“放弃选房后的两个月，我在网上看到有关

部门在评选‘我最喜欢的保障房’，我就投了票。”
曹佩说，房型紧凑、采光和通风好，是她心目中理
想的经适房。“经适房也要考虑舒适度，希望政府
能把这件惠民的好事做得更周全、更人性化。”

&)岁的曹佩在徐汇区乐山新村住了 !+多
年，!!平方米使用面积的二房里最多时住了祖
孙三代三对夫妇外加一个孩子。买商品房，对在
汽车销售公司做普通销售员的曹佩来说是想都
不敢想的。经适房政策的施行让她觉得生活向她
打开了另一扇门。
去年 &月，曹佩获得了申请经适房的资格。

收到看房通知单的第二天，曹佩就喜滋滋地和女
儿一起去经适房基地看房。“只有三林和浦江镇

有三房，但中意房型的数量很少。”
到了选房的当天，曹佩发现，好房型很快被

前面的居民挑走，剩下选三房的居民不是放弃就
是改选二房。眼看要轮到自己，曹佩还在左右为
难。她决定：还是再等一等吧。 本报记者 袁玮

! ! ! !新春新愿 每台手术都顺利% 每个病人都康

复%医生与病患更多相互理解#

几年前，因为拍了一部 (+分钟的视频《白领
日志》反映医生工作和医患关系，卞正乾成了小
有名气的“./医生”，就诊病人时有惊呼：“你就
是新闻里报道的那个拍电影的医生吧！”

卞正乾至今记得，!""(年春节前，这部耗费

他和同事几年心血的 ./电影在仁济医院放映
时，呼啦啦来了 !""多个观众，既有同事，也有住
院病人家属。一直到字幕走完最后一个字，沉浸
在剧情中的观众才开始长时间鼓掌，迟迟无人起
身离场。在优酷等网站上，视频点击率超过 )万。
卞正乾说，拍 ./的初衷是告诉大家医生的

真实生活状态，缓解紧绷的医患关系，“就算能够
增加一个理解医生的患者也好”。

放下“电影导演”的身份，卞正乾与科里其他
医生没什么区别。如今的他：平均每周工作 *"小
时，每 &天值一次 !'小时的通宵班。晚上值班时如
果连着碰上几台手术，坐在手术室地板上也能睡
着，但新病人一来，护士用脚踢踢说“好起来了”，便
能马上条件反射地睁开眼睛，重新站上手术台。小
年夜，他值了一次班，春节还有两次值班。
这些，他都习惯了。即使是听说两个女同事

不久前在急诊室被闹事者打成重伤，他也没有后
悔于从医的职业选择，“毕竟还是尊重医生的病
人多。”卞正乾说：“我可以用自己的工作让身边
人感受到，这是个好医生！”本报记者 孙云

! ! ! !新春新愿 教育部门在小升初方面拿出一些

切实有效的办法#

周伟是浦东一家国企的管理人员，女儿妮妮在一

所公办学校上学，今年上四年级。
为了让孩子多学点东西，一年级时周伟就给

女儿报名上了剑桥英语培训班。现在小升初的压
力很大，好的学校都要看证书，所以周伟夫妇也想
方设法让女儿多拿几张证书，多一点竞争力。小学
二年级时，妮妮就考出了“英语星级考”口语 &星、
笔试 !星，本想今年再考四星的，结果取消了，他
们一下子没了方向。

妮妮从小学钢琴，现在每天仍要弹一个小时
左右，已经考出了 )级。从三年级下开始，妮妮又
学了奥数。奥数课每星期六上 &小时，回家作业，
妮妮挺喜欢的，已坚持了一年。她还参加了中环杯
数学、小机灵杯数学、春蕾杯数学、英语等学科竞
赛，初赛都通过了，到二三月份再参加决赛。
周伟说，他和太太也希望孩子的负担轻一些。

孩子精力有限，让她参加这些培训、竞赛，也是没办

法。周伟最纠结的，还是孩子将面临的小升初。最近
放寒假，尽管妮妮还在读奥数、弹钢琴，但毕竟轻
松多了，她空闲可以看看电视，打打游戏，看漫画
杂志。“我看她有一天睡梦里也笑出来。”周伟说。

周伟说，现在不让考证，也要求民办学校招生
不看证书，那么好学校怎么来挑选优秀的小孩？希
望政府部门制定一个标准，给家长一个方向。

本报记者 邵宁

! ! ! !新春新愿 希望年轻人从电脑后走出来%加

入社区志愿者!大家庭"。

不爱喝酒，爱喝咖啡；不爱打太极拳，爱和年
轻人一起运动“蹦的”；不但会上网，还是“微博”
达人。这就是浦东花木街道网络社区中颇有名
气的“时髦老人”———“吉米外公”。

作为浦东新区花木街道青年中心总顾问，

“吉米外公”退休后一直热衷于组织年轻人的活
动，成立“帅哥大本营”、发起“微力量、大志愿”公
益活动，“吉米外公”说，我最希望年轻人不但在
网络上聊天交流，还要从电脑后走出来，融入到
社区志愿者“大家庭”中。
“吉米外公”的真名是邵建培，因为自己的外

孙叫“吉米”，便起了个“绰号”叫“吉米外公”。退
休前他在机床研究所工作从事机械技术工作。谈

起成立“帅哥大本营”，“吉米外公”说，这纯属自
己“找出来”的事情。他家住花木地区“爱家·亚洲
花园”，经常发现小区里的单身“帅哥”真不少。
“他们大多是些公司白领，从事 01、金融、律师，而
且多数来自五湖四海，上班家里两点一线。下班
周末没处去，只能‘宅’在家里，显得格外孤独。”
热心的“吉米外公”感觉到，这些年轻人确实

需要走出去，打破家和办公室钢筋水泥的壁垒。

于是，他开始联系各种社区资源，为年轻人提供
运动场所。在他的奔波下，街道提供了免费资源，
连小区的物业公司也被他“拉进来”为年轻人们
提供车辆等服务。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新春新愿 希望新年里开发的产品一炮打响%

不但走红中国%还畅销国际市场哦&

从北京“漂”到上海，为了创业独自打拼。“)"

后”的北京女孩王世颖有着不一般的“野心”。王世
颖原来在第九城市任中层管理者。一年前，她和其
他几名伙伴一起在上海成立了盈游网络公司，开
始了创业生涯，她担任 233'首席运营官(，主要开
发网络游戏。公司如今规模不大，“蜗居”在浦东张
江创业园，员工 !+多人。

不过，让王世颖开心的是，公司虽然才“$

岁多”，但已经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大大缓
解了公司刚成立时的资金紧张。在刚刚结束的

“张江人才”评选活动中，她成为“文化创意组”
中唯一入选者。“虽然没有背靠大公司好乘凉
的优势，但自己成立的公司，合伙人都是当初
合作默契的管理层，有什么决策大家商量后意
见一致就能拍板，节省了很多时间精力，也不
容易贻误商机。”因此，虽然经历着几乎所有创
业者初期的艰难，王世颖毫不后悔当初选择的
创业道路。

和不少处于创业期的创业者一样，王世颖在

公司附近租了一套一房一厅的“蜗居”，麻雀虽小
却五脏俱全。“浦东的绿化好环境好，当地管理部
门提供的服务也挺周到的，除了有时候出去和朋
友吃饭聚会有点不便外，其他都挺适应的。”由于
工作忙碌，王世颖几乎没有太多业余的时间娱乐
消费，也由此成为“网购达人”，多数消费全在网上
“搞掂”。空下来时，她时常会思念起在远方的家
人，但是因为公司还处于创业期，是否选择安家上
海，未来还充满了未知数。 ! !本报记者 宋宁华

! ! ! !新年新愿!明年春节%老公还能回家团圆#

今年春节，是钱颖 %年来最开心的一个，因为
她的丈夫、中海国际货轮轮机长申屠春终于能在

家踏踏实实过一回年了。
申屠春上一次踏进位于浦东苗圃路的家门，

已经是 -个多月前的事了。远洋轮上的海员，一离
家出海，少则半年，多则 $+多个月。结婚 !'年来，
钱颖习惯了“聚少离多”。“我们俩结婚到现在，真
正在一起的时间，%年都不到。”

丈夫不在身边的日子，整个家的重担压在了
钱颖柔弱的双肩上。$((&年，为了送儿子去学写毛

笔字，钱颖先从厂里骑车回家，再乘车送儿子去上
课，下课后送儿子回家，最后骑车再回到厂里，光
花在路上的时间就近 '个小时，每周两次、风雨无
阻，坚持了 -年；$((*年，钱颖下岗了，申屠春让她
在家安心带孩子，她不肯，做起了保险经纪，刚开
始被人赶出家门，走在路上都会哭出来……多年
来的独立谋生，塑造出了一个坚强、果敢的钱颖：
“我也想小鸟依人，可是现实不允许……”

春节假期，两人共同的过节计划竟然是“轧马
路”。钱颖说，她要挽着丈夫和儿子的臂弯出门。
“以前过节我都不敢上街，怕看到别人一家三口其
乐融融，触景生情。这下，让我也炫耀炫耀！”申屠
春说，上海变化太快，有一次他出海一年多，乘车
回家，下了车发现周围环境“面目全非”，不认得回
家的路了，只好打电话让妻子出来接他。

本报记者 徐轶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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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新春新愿 找到适合自己$自己喜欢的工作#

蒋颖是上海师范大学书法专业大学四年级学
生，出生于 $((+年 -月。!+$!年 )月就要毕业了。

现在的头等大事是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
蒋颖学的专业有点“另类”：书法。
书法专业毕业生就业渠道少。蒋颖说，虽然现

在上海中小学有写字等级考试，但配备专业书法
老师的学校并不多，“一般都是由语文老师、美术
老师代劳。只有书法特色学校才会有专业的书法
老师。”因此进中小学校的机会不多。其他需要书
法专业毕业生的地方也就是教授书法课程的培训

机构、拍卖行等。而这些地方需求也不会很多。
由于书法专业就业面比较窄，蒋颖又学习了

第二专业“行政管理”，希望求职时手上多张牌。
大学几年时间里，蒋颖没少为求职做准备。除

了学好专业课程外，蒋颖还参加了不少书法比赛，
大大小小的获奖证书不知能否为她的成功求职增
添砝码。
从大学二年级开始，做小学生家教；!+$+年上

海世博会期间，做志愿者；去年暑假，她甚至去做
销售，帮助一家公司推销冰激凌……

$月 $+日，本市举行 !+$!年应届高校毕业生
首场招聘会，蒋颖去了。近几年文科生的就业形势
不容乐观，性格开朗的蒋颖还是蛮理性的，她最希
望成为一名书法教师。这份工作符合她所说的“适
合自己、自己又喜欢”的标准。如果没有，就退而求
其次。 本报记者 鲁哲

! ! ! !新春新愿 我一直想有一件新的羽绒衣#穿着

新衣裳回安徽老家过大年%一定很体面#

!+年前，安徽人吴启升来到上海。那年，他刚

刚 &+岁，当时的落脚点就在陕西南路上的步高里。
转眼 !+年过去了，他在上海兜兜转转，却始终没有
放弃过老本行———废品回收；也没有远离过步高
里，在步高里租借的一间小屋，就是他在上海的家。

因为做废品回收，步高里的每一户人家几乎
都接受过吴启升的服务。打了多年交道，步高里的
街坊邻居们也都信得过他，在世博年里，就推举他
做社区平安志愿者。

吴启升没有辜负大家的信任，除了回收废品
的工作时间，他每天都要按时在社区里巡视。
“邻居们都待我很好，我在上海 !+年，自己没

有买过一件新衣裳，所有的衣裳都是邻居们送
的。”吴启升说。

!+$!年元旦，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发起了“新
年新愿”社区公益活动，向困难居民征集新年愿望，
由社区、社会组织、企业或个人帮助实现那些愿望。

“我想要一件新的羽绒衣，穿上新衣裳回安徽老家跟
家人团圆！”吴启升说。没过几天，*号桥投资管理
公司就认领了吴启升的心愿。农历新年前夕，吴启
升穿上新衣裳，欢欢喜喜回家过大年去了。
他走的时候，有点牵挂———在步高里的小屋

里，有一只平安志愿者的袖章，平常他每天都要
戴上那只袖章巡视。他真的觉得上海就是自己的
家了。 本报记者 姚丽萍

旧岁除，新春到。节日来临之际，本报记者上门探访10位
上海市民，听他们讲述自己的故事和新春新愿。他们当中，有旧
式里弄的居委干部，有给政府提建议的“挑刺伯”，有经适房申
请者，有求职大学生，有“漂”到上海创业的外地人，有在申城打
拼多年的外来务工者，有呼唤更多相互理解的医生，有期待孩
子读书能够减负的家长，还有热心社区公益的志愿者……他们
的故事很寻常，他们的心愿很普通，但他们和我们———这座城
市2300多万居住者一样，都对未来有着共同的美好的期盼。 位市民的新年心

陕西南路步高里废品回收外来务工者吴启升———

穿上新衣裳回家过大年

52岁的“海嫂”钱颖———

结婚24年，在一起5年不到

张江创业园创业者王世颖———

“70后”北京女孩有“野心”

“90后”大学生蒋颖———

我想做一个书法教师

浦东花木街道社区志愿者“吉米外公”邵建培———

“帅哥大本营”有个老掌柜

浦东一所公办学校小四生家长周伟———

给孩子一个公平的选拔标准

仁济医院外科主治医师卞正乾———

用工作让人感到我是好医生

徐汇区乐山新村居民、经适房申请者曹佩———

希望暖暖的阳光能照到床上

杨浦区控江四村“挑刺伯”姜学国———

新年10条建议得到政府回应

普陀区长寿路街道光复里居委会主任李本全———

希望居民们“早日动迁”

吴启升、钱颖、王世颖、蒋颖、周伟、邵建培、
卞正乾、曹佩、姜学国、李本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