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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市中心闹中取静的湖南路、武

康路、淮海中路，三条马路合围而成的地带

就是徐汇区湖南路街道武康居民区。 这里

因百年历史的武康路、武康大楼得名，而每

当遇到高温暴雨、蚊虫侵扰、台风过境以及

近年来的疫情防控需要时， 弄堂深处总能

传来居民区干部们手摇铜铃， 请居民们注

意安全、防疫防灾的温情提示。

而今，“武康铜铃”已经有了足足 70 年

历史，是武康居民区一代又一代社区干部联

系居民、回应诉求、解决问题的载体与象征，

润物细无声地守护着居民区的一方平安。

铃声缘起

今夏，上海连续出现极端高温天气，在

武康居民区，一位 90 多岁的老伯因年事已

高无法下楼去医院更换导尿管而痛苦万

分。 正当老人和家人为此焦急时，忽然听到

楼下响起了熟悉的摇铃声。

“是柏书记来巡查了。 ”听到武康居民

区党总支书记柏祖芳走街串巷时常伴的摇

铃声， 老伯的儿子立即将家中情况告诉了

对方。 柏祖芳马上与居民区内一位医生联

系，没多久，对方就骑着自行车满头大汗地

赶来，麻利地为老人更换了导尿管，及时缓

解了老人的痛苦。 面对高温天里已经热得

像“汗人”一般的柏书记和医生志愿者，老

人一家都非常感动。

在武康居民区党总支办公室里， 一把

硬木柄的铜铃被放在了最醒目的位置。 柏

祖芳介绍， 这把铜铃已经在居民区足足摇

了 70 年，即便在通讯发达的当下，居委会

有重要通知，仍会通过摇铃来告知居民，与

微信群、电话等结合，确保通知到位、不落

一人。

今年已经 90 多岁的孙玉珍，1953 年进

入武康居委从事治保工作。 她回忆，当时的

居委工作主要围绕宣传、治保、调解和卫生

等方面展开，居委干部大多是尽一份义务，

不少女干部都历经过上世纪 50 年代的扫

盲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参加社区工作时还

都扎着小辫子。 孙玉珍 28 岁进入武康居委

工作，后来担任了居民区书记，在她任职期

间，居委会已经有了这把“小铜铃”。

一位今年已过 80 岁高龄、从小住在武

康居民区的老人回忆， 上世纪 50 年代初，

武康路沿线的弄堂里就有了居委干部早晚

摇铃的传统，提醒居民“除蚊灭蝇”“小心火

烛”。 弄堂深处时不时响起的铃声，伴随他

从孩童变成了老者。

冬去春来，岁月更迭，居民区的干部换

了几任，但“当、当、当”的铃声却几十年未

变。 柏祖芳说，铜铃声不仅伴随着居民区干

部们走街串巷， 也见证了一代代基层工作

者精心排摸居民情况、倾听百姓诉求、为群

众解决“急难愁盼”的身影。“只要居民真的

有急事，不管白天黑夜，我们都会第一时间

出现，尽己所能帮居民解决。 ”

遇到台风暴雨天气，或是寒潮来临，铃

声会更加频繁地响起。“关好门窗，移进花

盆，防止跌落伤人……”通过摇铃和走访，

小区里的孤寡老人和贫困家庭都被一一登

记在册，落实了帮扶政策。 遇到极端天气，

铜铃也同居委干部们一同“站岗”，守护居

民区直到预警解除。

“老弄堂不少楼栋都是煤卫合用，邻居

之间难免有磕碰纠纷，但听到摇铃声，大家

都知道‘居委干部来了’， 找我们说理、调

解，最终基本都能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 ”

柏祖芳说。

风雨同路

武康居民区内最著名的地标， 无疑是

有着近百年历史的武康大楼。 面对这样一

座兼具烟火气与传奇性的优秀历史建筑，

如何还原它的历史、留下老房子的灵魂，成

为武康居民区党总支在日常工作之外的一

道特殊课题。

为此， 柏祖芳和同事们牵头建立了武

康大楼“楼管会”，通过社区干部摇铃走访，

在居民中集思广益， 不仅推动了武康大楼

的口述历史顺利完成， 也为大楼保护以及

楼内居民的日常生活保障建立了及时有效

的沟通治理平台。

2018 年， 武康大楼周边区域架空线入

地合杆工程启动， 第二年又启动了大楼近

十年来最大规模的保护性修缮。 在此期间，

无论是开挖、 封路对居民出行造成的暂时

影响，还是更换空调架、检修管道时挨家挨

户通知居民， 熟悉的铜铃声总会时不时响

起， 居民们也把社区干部奔忙的身影和大

楼周围的变化看在眼里。

近年来， 在社区走访中柏祖芳和同事

们发现， 越来越多的居民用上了手机和微

信。 尤其是疫情以来，一个个微信群成为联

系居民和社区的重要纽带。 但即便人们在

家中动动手指就能互通有无， 弄堂里的铜

铃声仍旧被不少人挂念。

“听惯了熟悉的铃声，只要一响起，我

们就知道是居委干部来了， 可以马上去反

映意见，了解自己想知道的情况。 ”一位老

年居民这样告诉记者。 老弄堂里还有许多

并不擅长使用手机的老人， 他们依然习惯

与“摇铃”干部面对面地互动交流。

在柏祖芳看来，武康居民区坚持了 70

年的摇铃传统，已经与居民有了如血肉般

的紧密联系，“这样的好习惯不能放弃。 ”

眼下， 她和同事们轮班在社区巡查时，依

旧会带着铜铃，边走边摇动几下，与闻声

而来的居民拉拉家常， 听听大家的意见、

建议。 社区里的中小学生在放暑假时，也

会来居委会参与社会实践，摇着铜铃深入

里弄，作为小小志愿者记录下社区的点滴

变化。

“这枚铜铃是居民区发展变迁的见证，

也见证了一代代居民区党组织‘领头雁’扎

根基层、干事创业的为民情怀，是社区干部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精神的宝贵传承。 ”柏

祖芳说。

（转摘自：上观新闻 作者：舒抒 冯联清）

7 月 16 日，“熊爪”咖啡又开了一家新店，

咖啡师这个职业开始向更广泛的残疾人群体

开放。

新开的咖啡店形似“种子”，更是一颗真

正的种子。 据熊爪咖啡的其中一位创始人天

天介绍，熊爪为咖啡师提供了门店和咖啡机。

他还拥有门店 5%的股份和一份稳定的工资，

唯一要做的就是至少在未来两年内努力成为

一个合格的咖啡店店长。“我们与上海市残联

合作，每一位盲人咖啡师都要签署‘军令状’，

至少要经营两年。 ”天天说，希望它真的可以

成为一颗种子，在未来五年、十年，甚至更

久， 让所有盲人咖啡师的工作和生活都能重

新起航。

在徐汇这片创业沃土上，熊爪咖啡快速成

长，公司从最开始的四个人扩充到了现在的四

十个人左右，最多的时候残疾人员工比例接近

80%，门店也从一家开到了九家。天天说，做咖

啡师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我们希望当残疾人想

做咖啡师的时候， 他们就有机会梦想成真。

为维护疫情影响下劳动关

系和谐稳定， 服务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 助力企业深入了解纾

困惠企政策， 徐汇区人社局采

取系列措施为企业、 高校毕业

生做好保障服务。

开展援企纾困主题线上讲座

7 月中旬， 徐汇区人社局

开展援企纾困主题线上讲座，

150 余家企业代表参与。

讲座上， 徐汇区社保中心

为各企业解读了社保相关惠企

政策。针对近期咨询密集、关注

度高的社保惠企政策， 重点讲

解了缓缴社会保险费、 阶段性

降费等优惠措施，从政策对象、

政策内容和申报流程等方面切

入， 为各企业解决“痛点”“难

点”问题。针对复工后受疫情影

响较大的困难企业，徐汇区就促

中心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了稳岗

就业补贴，一次性吸纳就业补

贴等优惠政策， 保障助企纾困

各项措施落实落细， 切实推动

援企纾困工作取得实效。

打出“政策 + 平台 + 服务”创

业服务组合拳

6 月初， 徐汇区人社局响

应上海百日攻坚行动助力上海

市全面复工， 着力为徐汇区各

类重点企业提供多层次、 全方

位、精细化的用工保障服务。助

力企业复工复产的同时， 促进

高校毕业生、失业人员、来沪务

工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 提升

人岗匹配效率。

徐汇区人社局结合区域内

创业实际情况，近期更打出“政

策 + 平台 + 服务”创业服务组

合拳，推出线上线下系列活动。

邀请了创业者心理教练刘司玥

以线上直播的形式， 通过讲解

创业者化解负面情绪、 有效提

升员工积极性、 克服创伤后应

激障碍（PTSD）、寻找心的创新

空间等四个方面， 化解企业在

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所遇到的问

题。 徐汇区人社局将通过活动

进一步助力创业企业纾困运营

恢复和创业环境重振， 并与创

业者一同探索疫情常态化工作

下的创业机遇与抗风险能力。

就业不仅是民生问题，也

是发展问题。 面对疫情对企业

的冲击，抱住市场主体，加快经

济恢复和重振已然成为第一要

务。 徐汇区人社局将继续开展

援企纾困政策宣讲活动， 大力

畅通招聘渠道、 着力落实落细

各项惠企稳岗举措， 使每一项

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为助力企

业发展持续发力。

只要铃声一响，就知道是居委干部来了！

“武康铜铃”摇了 70 年

“熊爪”又开新店了

�记者 王旭

稳岗位 通渠道

徐汇多项措施做好就业

保障服务

�记者 曹香玉

/ 三月份，熊爪咖啡联合美团为白衣天使送去免费咖啡（资料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