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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 28 日，春节长假结束的

第一天，龙华街道红馨·邻里汇正式运营

了。 经过 11 天的试运营，居民们反响如

何？ 打乒乓、制作微积木手机壳、参观卫

生服务站……记者发现邻里汇热闹非

凡、活动很多，随处可见乐呵呵的居民们

在这里“轧闹猛”。

上午 10 点半， 红馨·邻里汇的社区

食堂里已经有不少居民在点菜区排队点

菜，他们中有的选择堂食，有的选择打包

带走。 正在排队的王伯伯告诉记者，这里

价钱便宜，菜色也很丰富，他今天准备买

点大排和虾。“邻里汇是真的好，极大地

解决了我们老年人的吃饭问题。 不仅我

们小区的人在这里吃饭， 其他小区的人

也会来。 ”据工作人员介绍，社区食堂每

天会有两个特价菜， 还为糖尿病人专门

准备了无糖的菜。

记者在红馨·邻里汇一楼的卫生服务

站里， 看到一位阿姨举着手机走来走去，

拍摄生活盒子和卫生服务站的环境。“邻

里汇特别接地气，给老年人各方面都带来

很多方便。 ”史阿姨说她在龙华新村待了

几十年，看着这里变得“交关”漂亮，准备

拍些视频发到朋友圈，和老朋友们分享。

“医生我想问一下，开药的发票打印

出来会显示是哪里？ ”“有进口的半心酮

药吗？ ”在卫生服务站预检处，龙华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的张医生不间断地接受居

民咨询。 张医生抽空告诉记者，上午大约

有二十几个居民来咨询。“不少居民路过

看到卫生站开门了，就进来询问有哪些医

疗服务。 ”

在二楼的市民健身驿站，一些居民正

在打乒乓球。 73岁的傅伯伯告诉记者，自

己已经在这里打了半小时的乒乓球，上一

次打乒乓还是几十年前在学校的时候。

说起生活盒子的运动区，他感叹龙华新村

现在是“顶顶好”。 傅伯伯指着乒乓桌旁

边的健身器械说：“这些都是在健身房才

能看见的， 没想到邻里汇里竟然也有

了。 ”记者看到，有几位居民坐在健身器

械上练腿，还有两位年长的居民站在椭圆

仪旁边研究使用方法。

同在二楼的亲子天地里，传来阵阵歌

声。 记者看到，6 位家长各自带着小朋友，

跟着工作人员拍手唱歌。 负责人俞老师

告诉记者：“亲子天地为 0-3 周岁的小朋

友提供亲子活动，有音乐游戏、运动游戏

等等。 邻里汇还有专业老师可以给予家

长一些育儿指导。 ”

对门的健康教育室里正在举行“阳愈

后如何有效康复”主题活动。 龙华新村家

医团队的张医生告诉记者，“今天这里就

像一场小型活动市集， 活动内容十分丰

富。 ”他们向居民推荐健康食谱、普及科

学运动知识，指导居民通过听音乐提高睡

眠质量、正确使用血氧仪，还将健康教育

融入了扎灯笼活动中。

丙烯颜料、笔刷、胶水、扇形和圆形的

灯笼竹架、小灯泡、印有健康宣教图案的

红纸……家医团队的医生们正带着参加

活动的居民，用桌上的这些材料扎灯笼。

阿姨们先在灯笼竹架上糊上一层透光的

黄纸，再把“勤洗手”“勤通风”“科学戴口

罩”健康教育标语从红纸上剪下来，贴到

灯笼纸上， 最后给灯笼系上手提的红绳、

放进小灯泡，一个闪闪发光的灯笼就做好

了。 张医生说，通过这种形式进行健康宣

教，能够更好地提醒居民做好自我防护。

在邻里议事厅，10 位阿姨伯伯正围

坐在长桌前，商议小区大事小事。 这一场

的主题是“上班第一件事：引领新风尚，谈

谈如何改掉居民的陋习”。文明养宠、楼道

不要堆杂物……阿姨伯伯们各抒己见，对

老小区老街坊存在的不良习惯，提出改进

建议。牵头会议的潘阿姨说，一点一滴，从

切实可行的小事做起。

几位阿姨在议事会结束后， 告诉记

者他们商议的成果：“比如文明养宠，要

求居民遛狗时牵绳， 出门带纸随时清理

宠物垃圾。 针对没有带纸的居民，我们就

在小区里安排几个固定的点， 在那里放

废旧报纸、扔垃圾的箱子，保障小区的干

净整洁。 ”

红馨·邻里汇正式运营

居民们乐呵呵在这里“轧闹猛”

�记者 杨宜修

卯岁逢春，玉兔呈祥。 回首 2022，是否

有一段经历、一个瞬间让你记忆深刻？ 展望

2023，是否有新目标、新计划等待着去实现？

为引领青年思想、凝聚青年力量，讲

好徐家汇青年故事， 传播徐家汇青年声

音，1 月 28 日下午，徐家汇街道党群文化

中心内开展了“我的 2023”———“汇 TALK��

SHOW 风采” 徐家汇青年说主题演讲活

动。 来自徐家汇街道辖区内各行各业的

13 位青年围绕“我的 2023”主题，立足本

职岗位和工作实际， 代表本部门展望

2023，畅谈体会、抒发情怀。

他们当中， 有来自街道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医护工作者，讲述疫情之下那些

逆行者的故事， 让人感受信仰的力量；有

居民区党总支副书记， 结合自身工作经

验，分享社区在环境、资源和治理方面的

焕然一新； 有来自街道派出所的人民警

察，讲述身为巡逻民警，如何在平凡又繁

重的工作中守护着徐家汇的平安……

青年们声情并茂的演讲，集中展现了

徐家汇青年自信自强、奋发向上的精神风

貌，彰显了奉献青春、敢想敢为的担当本

色。现场掌声与笑声此起彼伏，气氛热烈。

精彩的演讲结束后，徐家汇青年们共

同演绎“我与徐家汇的 2023” 集体诗朗

诵，一起畅想、勾勒徐家汇的新年美好蓝

图， 相关领导一同解锁了徐家汇 2023 关

键词，让街道在兔年的发展底气十足。

2023如何大展宏“兔”？

这群青年用演讲把兔年新象娓娓道来

�记者 强亚娟 张洁

在枫林路街道宛六居民区，有一

支志愿者队伍总能在社区居民最需

要的时候挺身而出，这便得益于“六

邻汇”自治平台。

六个自治团体， 依靠六个党支

部，以党建带动自治，以党员骨干为

基础，发展出了六个自治小组，各司

其职，各有分工。 周玉娥就是其中的

一员。

66岁的周玉娥结对了小区里 5名

高龄独居老人，为他们提供所需的日

常生活照料。 平日里，她每周至少两

次上门， 每日和老人通电话嘘寒问

暖，关心老人的身体和精神状况。

其中一位结对老人胡阿姨身体

欠佳，行动也不便，周玉娥便扛起了

帮她去医院配药的任务；另一位结对

老人李阿姨也对周玉娥赞赏有加：

“周阿姨人太好了， 不但平日帮我买

菜，经常家中烧好的荤菜也会送一些

给我，真的非常贴心！ ”

每逢佳节，周玉娥就和居委干部

一起上门， 给老人们送上节日慰问

品，时常与老人们拉拉家常，以陪伴、

互动等方式让老人们敞开心扉，帮助

他们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护校安园”行动中，周玉娥每天

准时来到复旦附小门口，身着黄色马

甲、佩戴袖章，配合社区民警、保安人

员维持秩序、环境安全，为孩子们的

安全保驾护航；在社区环境整治攻坚

战中，周玉娥与居委干部一起清洁家

园，脏活累活抢着干，清除楼道内黑

色小广告， 捡拾绿化带垃圾堆物，始

终坚持在文明建设的第一线。

作为楼组长，无论是在清理楼道

堆物还是在整治群租等工作中，她都

尽心尽责，发挥好“六邻汇”平台作

用，动员更多居民来共同维护楼道和

社区公共环境。

（来源：枫林路街道）

“银发”不逊“青丝”

枫林社区有位“斜杠志愿者”

最近在徐家汇商圈， 一只橘猫出圈

了，它慵懒而不失可爱地趴在太平洋百货

外屏和美罗城球型屏幕上，吸引了不少市

民驻足观看。

负责这两块大屏幕运营的上海息

络视飞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文聪说：“户

外广告除了具有商业价值，还应该具有

城市美学的功能，好的内容会为商圈带

来人气，这也符合徐汇建筑可阅读这一

理念。 ”

其实从去年开始，这两块屏幕就增添

了一些视觉艺术的元素，运营方与多家艺

术公司合作， 推出了一些电子艺术的内

容，为繁华的商圈增色不少。

这次橘猫 IP 的出圈， 可以说是一年

尝试与积累的结果，而且橘猫这一慵懒的

形象，可以让大家在上下班途中，感受到

城市的美感与放松的心情。

运营方还做了一些场景和形态的更

新方案， 预计三月份会有橘猫新的裸眼

3D 效果视频再次与市民见面。

在此提醒大家，因为橘猫动画是裸眼

3D 效果，所以如果想去打卡，最佳观测地

点是屏幕正对面。

屏幕亮屏有固定时间，太平洋百货外

屏亮屏时间是上午八点到晚上十一点，美

罗城球形屏幕亮屏时间是下午五点到晚

上十点半。

�记者 刘倩朋

橘猫“爬”上了商场外墙，你看见了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