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施阿姨，您看，先在 !"#$上
点开微信，再用手机扫一下二维
码，就可以在 !%&$上登入微信和
您女儿视频聊天了。”春节前的
一个下午，在长宁区新华路街道
梅安居民区，来自梅安居委第四
党支部的党员高曼妮正在耐心地
教施联方老人如何在 !%&$ 上使
用微信视频聊天功能。
高曼妮大学期间加入了中国

共产党，'()(年毕业后在外企工
作，将组织关系转入梅安居委第
四党支部。前两年小高发现社区
老年人逐步换了智能手机，但大
多还是只会打打电话，稍微好点

的也仅仅发发微信，因此萌生了
教社区老人使用智能手机的想法。
在梅安第四党支部书记赵玉堂的
支持下，从去年 *月开始，每月一
次至少三个小时的公益项目———
“小高老师手机教学点”开班了。

小高老师发现班上的老年人
学习能力参差不齐，有的一学就
会，有的教了许多次，过段时间又
忘了。除了每次上课耐心讲解，手
把手教，她还建了一个手机教学
群，为老年学员们答疑解惑。如
今，她的这些“特殊”学生，从对手
机的一知半解到已能熟练玩转
+%%下载、支付宝运用、相册制

作、将手机上的文字和照片导入
电脑……
去年 ,月小高结婚后，每次

需要从闵行区的婚房赶到梅安社
区继续坚持做公益。她曾对老年
学员说：“我们这一代接受到的新
鲜事物很多，学习的工具方式也
很多，但没有老一辈们的努力与
打拼，我们这一代人不可能生活
得这么舒适、如意。我们在一起学
习，看上去好似我在教大家，可实
际上，大家也教会了我很多做人
的道理与优秀的品质。”

社区联络员 余玉瑛

社区全媒体 庄琦欣

! ! ! !无框眼镜、卷刘海、大嗓门儿，
还有及腰的大辫子，这便是荣乐出
了名的热心人，张根娣。她是爱心洗
衣队负责人，是春之乐团队队长，是
市巡防团成员，更是荣乐居民区党
总支委员、业委会主任、荣乐四村党
支部书记……她的头衔加起来可以
写满大半张 +-纸，但她在做的，是
每天准时到岗，做好垃圾分类扫描；
按时按点做好洗衣队的收、洗、晾、
送；耐心帮助每一个向她提问的居
民……她做的不是惊天动地的大
事，却是能温暖人心的点滴小事。
“哎呀！张阿姨你又上电视啦！

在放你领奖喏！”从洗衣队被宣传报
道开始，张根娣和她的团队们就受
到人们关注。而对张根娣来说，“宣
传报道或者登台领奖当然是一种鼓
励，但是日常生活该怎样还是怎样，
本来就是以服务为出发点的，服务
对象满意，我们就没白做！”

不仅要负责爱心洗衣队的工
作，张根娣还有其他许多事要忙。年
前熬腊八粥和春节前洗衣活动，年
初一给康佳托老所拜年———'../

年春之乐团队第一次去托老所表演
节目拜年，转眼快十个年头了，每年
年初一，是所长将托老所“外包”给
春之乐团队的时间，他们给老人理
发、谈心、表演自制的节目，他们的
到来总能给托老所一个热热闹闹的
大年初一！眼看要到元宵节，张阿姨
正准备买些汤圆去看望那些平时多
有联系的老人。

比张根娣的名字更有名的，是

她的大辫子，所以“大辫子阿姨”的
称号更加名声在外。曾有别的小区
的居民在路上拦下张阿姨，邀请她
来自己小区带头做好事。虽然不认
识，张阿姨也耐心地回应了老人，并
表示，志愿者无处不在，有事儿您说
话！经此一事，张阿姨还戏称：这辫
子短时间内看来是剪不得了。去年，
荣乐曾有过一次大规模停电，当时
正在垃圾分类扫描点值班的张根娣
一下子成为了居民们的“求助站”。
“我赶紧联系了书记主任，然后安抚
那些情绪激动的居民，带着一些孩
子先去有电的居委活动室做作业，
后来书记主任与供电所沟通后才及
时解决了问题。”遇事不慌，有问必
答，不推脱不逃避，这是张根娣从心
出发，为民做实事的坚定初心。
张根娣对自我要求很高，老伙

伴的结对她会做好每月一次的总
结，团队成员们的好人好事她会做
好记录。一袋袋、一摞摞摆满张根娣
业委会办公桌的，是她自己的各类
台账。'.*0年底，市里有协会对荣
乐自治组织进行检查，不光是市协
会成员，还有别的街镇的团队负责
人都对张根娣的台账啧啧称赞，清
楚详细，有根有据，面面俱到，这是
张根娣的台账，更是她的工作态度。
“她是党员，这些事，她应该带

头做的！”这是张根娣最爱听的话，
她说她受不得太多夸奖，容易自满，
还是埋头做事，服务群众最好。

社区联络员 顾倩雯

社区全媒体 叶晓雯

! ! ! !浦经纬是浦东洋泾羽北小区
的一名老党员，退休后积极参加社
区各种志愿服务活动。今年春节，
小区巡逻、文明路口执勤、老年活
动室值班、泾南公园维护、清洁家
园等，到处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羽北居委负责单月的巨野路

羽山路口的文明劝导执勤工作，
已经有七八年了，这个工作都是
浦师傅一手负责落实安排。他把
二十位志愿者分成五个小组，每
小组各选一个小组长，每组每星
期值一天，大家感觉轻松又开心。

浦经纬作为楼组长，在邻里
间，积极当好穿针引线的角色，让

整个楼道热热乎乎，和和睦睦的。
0.'室的媳妇刚生完小孩就要去
上班，但婆婆年事已高无法带养
哺乳期的孩子。因此求助浦经纬
夫妇帮忙寻找保姆，然而保姆一
时找不到。浦经纬与爱人商量后
一起上门主动提出帮忙带孩子一
个月，且分文不收。这家的年轻夫
妇和老人都非常感激。为了方便
进出，年轻的夫妻特地配了一把
钥匙给他们。一个月后保姆找到
了，浦师傅把钥匙还给小夫妻。小
夫妻含泪感谢道：“这个月辛苦你
们了！这段时间的相处我们像一
家人。这把钥匙继续由你保管，如

果有啥事情还请再照应一下。”浦
经纬爽快地应承了。在他的腰间
还挂着另外 '户居民家的钥匙。
刮风下雨了谁家衣服没有收、窗
没关，谁家出门忘了关煤气、关电
灯，一个求助电话，浦经纬都义无
反顾地上下奔波。这些钥匙犹如
一枚枚“勋章”，让浦师傅感到那
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信任。
就这样，平凡的老党员浦经

纬以一颗朴实无华的爱心，继续
书写着为人民服务的篇章，书写
着夕阳无限好的精彩人生。

社区联络员 陈凤英

社区全媒体 王 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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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馆里有人吸烟
你会主动劝阻吗

自己动手 有仪式感
买来成品 年味打折

话题
网评

新春听邻声

“大辫子”乐做暖心小事

小老师义务教老人“玩”手机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

论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 ! ! !昨日，《元宵节包汤圆扎花灯，亲自动
手年味更浓吗？》一文在新民邻声 +""话
题板块呈现后，引发热议，以下为部分网
友评论：

#冯济民# 年味的浓淡并非取决于

是否亲自动手" 随着时代的进步#生活节

奏也不断加快# 人们经常没时间亲力亲

为"买速冻汤圆吃#不自己扎花灯#并不影

响年味"就如现在不放爆竹烟花并不减少

过年气氛一样"

#王树华#从小就看妈妈做传统的宁

波汤团芯子#婚后成家有孩子了#如今又有

了孙辈"退休后有精力自己做汤圆芯子#但

不知怎么吃得很少" 可能现在的生活条件

好了#大家对传统的东西有些不在意"

#侯晨轶#儿时#妈妈亲手扎的兔子灯

有着满满的元宵味" 如今#汤团$花灯都有

现成的卖" 节庆的感觉仍在#但却打了折"

#王国章#人们抱怨年味少了#其实

就是怀念以前自己动手过节的那个仪式

感" 我会在元宵节当天自己包春卷#食用

自己腌制的酱油肉"

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 !新版《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
将从今年 1月 *日起实施，这也就意味着，
上海即将正式迈入室内公共场所无烟时
代。最近几天，有细心的市民发现，不少餐
馆的墙上已经提前贴上了宣传海报，并配
以控烟手势的示意图。谈起餐馆禁烟，绝大
多数市民举双手赞成，可真正看到有人吸
烟，又有多少人会主动上前劝阻呢？

赞成禁烟但怕执行难
根据新版控烟条例规定，从今年 1月

*日起，上海所有室内公共场所都将全面
禁烟，且任何个人可以要求吸烟者停止在
禁止吸烟场所内吸烟。如果劝导不成功，
可向监管部门或者 *'1-,市民热线举报。
“这是法规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市人大法
制委有关负责人说。
面对这项新规定，绝大多数市民拍手

称好。市民汤女士说，在公共场所吸烟危
害他人健康，尤其是在餐馆，环境大多密
闭，有了烟味躲也躲不掉。但是，也有许多
网友质疑新规的执行难点。网友王先生
说，室内全面禁烟固然是好，但要真正做
到绝非易事，恐怕要面临难以有效执行的
现实问题。“有了法规，谁来执行？碰到吸
烟者，举报有用吗？”

是否劝阻视情况而定
在豫园内的一家饭店内，墙上张贴着

禁烟宣传语和控烟手势图。记者看到，海
报上的女孩做了用手捂住口鼻等三个手
势，分别表示“不可以”“请停止”“我介
意”，教大家用委婉的方式劝阻吸烟行为。

那么，餐馆里有人吸烟，你会主动劝
阻吗？市民王女士说，自己遇到在餐馆里
吸烟的会试着去劝阻，但会注意语气。记
者采访发现，这样“勇敢”的市民并不多，
面对烟民，多数人还是选择忍耐或远离。
网友江女士说，尽管对餐馆里有人吸烟极
度不满，但也不会劝阻，因为担心引起矛
盾，“如果对方人多，而自己这边人少，肯
定不敢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有些市民鼓起勇气去劝阻，却自讨没

趣。市民汤女士说，今年除夕，她在昌平路
上的一家饭店吃年夜饭，大堂里不断有人
抽烟，呛得孩子一直咳嗽，她上前劝阻，对
方不理睬，还辱骂她。“后来我向餐馆负责
人投诉，结果对方竟说，‘我们也很为难，
劝了不听，多说了怕得罪顾客！’”绝大多
数网友认为，餐馆要落实劝阻吸烟的责
任，否则就该接受处罚。市民董小姐建议，

“最好能让各餐馆互相监督举报，这样比
劝阻更有用。”

无烟环境靠全体努力
上海市健促委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唐

琼表示，随着宣传力度的加大，法定场所
内的吸烟率明显下降，市民对于新版控烟
条例的知晓度也在逐步提高。但要营造公
共场所的无烟环境，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
力，而不是仅仅依靠执法部门。
“大家都在质疑执法难，事实上，在

考虑‘谁执法’‘怎么执法’‘能不能有效
执法’前，我们每个市民都应该主动参与
无烟环境的建设，只有这样，才能让烟民
有所顾忌、让餐馆引起重视。”唐琼认为，
在餐馆里一碰到烟民就找来市场监管部
门“执法”，这几乎是不现实的，提高“劝
阻率”则是有效的途径。一方面，她希望
更多市民敢于对身边的吸烟者说“不”，
更多餐馆负责人拿出实际行动劝阻吸
烟，改变曾经纵容或眼开眼闭的态度；另
一方面，执法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投诉电
话的知晓率，对于投诉率较高的场所，必
须设置“黑名单”并予以处罚。

本报记者 左妍

钥匙是邻居信任的“勋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