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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前夕， 市重大工程项

目的工地上，陆续传来新进展的好消息。

上海体育场地块东南角，一幅长 41米

的钢筋笼缓慢起身， 历时近 1 小时的起

吊、调整位置后，钢筋笼平稳入槽。 随着

这幅地下连续墙的完成，由上海市机械施

工集团有限公司承接的轨道交通 23 号

线一期工程土建 14 标上海体育场站主

体围护结构顺利完成，标志着 23 号线一

期工程首个车站完成围护结构封闭。

上海体育场站位于徐汇区天钥桥路

与零陵路交叉口西侧的上海体育场地块

内，沿天钥桥路南北向布置，为地下两

层单柱双跨（局部一跨）一岛一侧式车

站。 作为 23 号线北端终点站，上海体育

场站建成后将与轨道交通 4 号线站内

换乘。

据介绍，23 号线上海体育场站全长

约 386 米，共 151 幅地下连续墙。 其间，

建设者们坚持细化现场质量、安全文明施

工过程管理，解决横穿用户管线搬迁、原

承台拔桩清障等问题，最终提前完成车站

围护结构施工，为后续上海体育场站基坑

开挖、结构施工创造有利条件。

轨道交通 23 号线是市重大工程，也

是新一轮轨道交通线网中新增的市区

线路， 途经闵行区和徐汇区两大行政

区。 线路走向为闵行开发区 - 东川路 -

龙吴路 - 天钥桥路 - 上海体育场，均为

地下线。 徐汇区段设上海体育场站、龙

漕路站、龙启路站、上海植物园站、龙瑞

路站、徐浦大桥站、华泾路站、景联路站

共 8 个站点，建成后将串联起徐家汇地

区、滨江地区、华泾地区等重要区域，对

改善徐汇区南北向交通、推动沿线重要

区域、重点项目开发意义重大。

本报讯 新春之际， 田林街道田林

十三村邻里汇一片欢声笑语。 居委会干

部、社区志愿者、居民们齐聚公共厨房，

一起擀皮子、包馄饨。

年轻志愿者跃跃欲试， 跟着上海阿

姨学，蘸清水，捏面皮，两头捏合成元宝

状，一个馄饨就成了形。 待 150 个馄饨整

整齐齐排了几列，大家手上也不敢停，一

盒 10 个利落打包好，要送到社区独居老

人、保安保洁手上，“趁着热乎，让他们暖

暖身子，暖暖心。 ”

这是田林十三村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苏嵘带来的传统：逢年过节，组织社区居

民们包饺子、馄饨，为独居老人送上门，

“热腾腾的，有团圆的意味在里头。 ”

田林十三村，共计 1026 户 1863 人，

60 岁以上的老人有近 650 人， 其中不乏

孤老、双残等特殊家庭。 要过年了，苏嵘

心里惦记这些老人。

于是，数十斤荠菜、青菜，还有馄饨

皮很快备齐。 这些食材都是居委会干部、

社区志愿者自掏腰包采购。

社区志愿者、78 岁的王清源，典型上

海爷叔， 喜欢烹饪， 馄饨饺子都不在话

下。 等到馄饨出锅，他自己来不及吃，先

一口气送了三四家， 都是社区的高龄老

人，“家里是小家，社区是大家”。 他已经

连续多年在社区当志愿者，“小老人关心

老老人，这是我们的传统。 ”特别是送馄

饨的时候，老人们都是一脸惊喜，一口一

个“谢谢”，让王清源获得感满满。

70 岁的独居老人鞠锦林也被邀请加

入， 包馄饨时在一旁帮衬。 待到馄饨出

锅，大家请他先尝尝口味。“荠菜馅儿一

口咬下去，还是我小时候家常的味道。 ”

他说，“来社区包包馄饨，大家开心开心。”

包馄饨的时候，苏嵘也喜欢和老鞠唠唠家

常。“我也是被居委会惦记的，平时有什么

活动都会叫我。 ”老鞠觉得心头很暖。

本报讯 癸卯兔年新春来临， 带来

欢乐喜庆的节日气氛，两只以“治愈”为

名的小兔子玩偶也在春节前夕横空出

世，爆红网络。 最特别的是，两只萌化人

心的小兔子戴的红围巾上都有一个醒目

的 LOGO———宛平南路 600 号。

这两只小兔子玩偶是徐汇区虹梅路

街道辖区企业上海韵文博鉴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联合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共同开

发的 IP 文创产品———“治愈兔”。 这两只

可爱的小兔子玩偶刚刚上线， 就在 2 个

小时内销售一空。 生产方韵文博鉴不得

不从其他生产条线调动工人追加生产，

春节前夕第二批上线的“治愈兔”，同样

在上线当天即告售罄。

谈起“治愈兔“的开发，徐汇区政协

委员、 上海韵文博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陈玉林（如图 陆翔 摄）说，近几

年来，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推出了许多

爆款产品，“600 号月饼”“600 号咖啡”

“600 号画廊”等等，让美食、艺术都成为

现代人疗愈精神疾病的“良药”，也提醒

更多的人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关爱精

神障碍患者。 陈玉林和上海市精神卫生

中心院长赵敏同为政协委员， 两人聊起

是否有合作的切入点。他们都认为，刚刚

过去的 2022 年，对于许多人来说，都是

难忘的一年，“治愈”， 或许是经历过

2022 年的所有人都希望获得的新年祝

福。 鉴于此，又适逢兔年新春，在虹梅路

街道的大力促进下， 上海韵文博鉴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携

手开发了“宛平南路 600 号”系列 IP 文

创产品“治愈兔”。

两只“治愈兔” 还拥有自己的“童

话”———全新版的“小红帽”和“大灰狼”

的故事。 它不仅是童话，也是对现实生

活的观照和映射，会让深有感触的人会

心一笑， 也在潜移默化地告知人们：直

面自己的病症，才是治愈的开始。

陈玉林告诉记者，“暖心兔”和“精

进兔”只是首批产品，公司正在设计两

款新品“解忧信箱兔”和“不要蕉绿兔”，

它们同样也有专属于自己的童话故事。

上海韵文博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也将

“治愈兔” 的销售利润公益捐赠给了上

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助力推进全民精神

健康。

本报讯 “阿婆身体好点伐？”“子

女过年会过来伐？ ”“那你们吃饭怎么

解决？”……华泾镇华发居民区书记刘

史瑾年前带着居委干部们对华发小

区、徐汇华园两个小区的困难老人、独

居老人、失独老人进行上门慰问，并了

解老人们的过年情况。“这两个小区都

属于老龄化社区， 老人一直是我们的

重点关注对象， 多一句问候也能让他

们在团圆的日子里同样感受到社区的

温暖。 ”刘史瑾跟记者说道。

每年春节， 刘史瑾会跟其他居委

干部们做好排班计划。 社区工作与老

百姓息息相关， 当居民们都沉浸在过

年团聚的氛围里， 居委会的电话仍需

保持畅通。“居委的轮椅还在吗？ 我想

借用一下推老人出去吃饭。 ”“居委的

椅子还在吗？家里来了客人，想借用一

下。”刘史瑾告诉记者，过年期间，居委

的电话一直会有人接听， 居委的大门

也会一直敞开。

年前， 华发居委干部们对社区老

人的过节情况进行了登记。 遇到老人

单独在家的， 过节期间每天会打电话

询问情况；遇到听力不太灵敏的老人，

电话打了没有人接，便会去敲门，有可

能敲门声也没听到， 这种情况会再联

系楼组长或志愿者晚上去看看老人家

里的灯亮不亮，确保老人的安全；遇到

老人去子女家或亲戚家过年的， 他们

也会再打个电话询问回小区的时间。

由于华发社区位于外环内， 属于

禁燃烟花爆竹的区域。 为了让辖区居

民度过一个祥和、安全、环保的新春佳

节， 大年夜和年初四晚华发居委干部

都会在社区里巡查治安。4 条弄、85 个

门洞，每条小路都进行“不漏死角、不

留盲区”的全面巡查检查，及时制止非

法燃放烟花爆竹行为， 维护春节期间

社区公共安全，确保实现禁放区域“零

燃放”。

也正是知道每年大年夜刘史瑾晚

上九点就会出门巡逻， 她的家人都会

提早准备年夜饭。“家里人对我的工作

很理解也很支持， 十几年来都是这

样。 ”刘史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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