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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今年 1 月 1 日刚刚度过一

周岁生日的徐家汇书院春节开

放情况怎样？有哪些活动安排邀

请市民读者参与？与往年春节相

比，作为徐汇区图书馆的书院又

有哪些不一样的年味？跟随书院

读者服务部主任朱晔慧的脚步，

记者去书院看了看。

春节“不打烊”，书香过大年

“今年春节书院不打烊，除

夕到年初三开放时间和区域有

所调整， 年初四起恢复正常开

放。”朱晔慧告诉记者，2月 13日

年初四开始，书院全面恢复正常

开放。

春节期间，徐家汇书院还推

出“书海寻龙———书香里的中国

年”系列活动、“龙咚锵”2024 甲

辰龙年线上知识竞答、“寻海派

之源、 做龙年文创” 龙年新春

Citywalk 等活动，“迎接我们的

新老读者和游客朋友来一起寻

年味，一起读好书。 ”

少儿馆不“涨架”，新书受欢迎

“上午人不多，下午就陆陆

续续都坐满了。 ”朱晔慧告诉记

者，“今年寒假少儿馆书借得非

常好，之前都‘涨架’了，现在书

架上五六分满，书都被小读者借

出去了。”原来，当书架上书多放

不下出现“涨架”情况时，工作人

员会下架同一本书的副本，现在

五六分满的书架上副本已经全

部上架，可见寒假期间小读者的

借阅情况非常踊跃，“我们也买

了一批像《如果历史是一群喵》

《大中华寻宝记》 等比较受小朋

友喜欢的书上架，保障寒假期间

他们的阅读需求，基本上周三上

架，周五周六已经借空了。 ”

“徐图”十多年，书院新出发

2009年 7月，朱晔慧加入徐

汇区图书馆， 先后在活动部、信

息部、办公室工作，2022年 11月

徐家汇书院开放前，她从幕后走

到台前，转岗到了窗口一线。

“徐家汇书院是一个全新的

文旅融合空间，每天都有新的故

事，对我个人而言，其实是重新

出发， 每天和不同的读者见面，

很新奇，也很有挑战。”朱晔慧向

记者坦言， 以前做办公室工作，

春节是正常休假， 和家人在一

起，如今到书院，因为岗位的特

殊性， 大家也都习惯了驻守，错

峰轮休，“不能和家人一起过年

心里肯定是有遗憾的，但是工作

中遇到的读者大多是很暖心的，

有的时候一句‘辛苦了’，小朋友

们的一句‘谢谢’，我们很感恩。”

龙年新春，问起对新一年的

期许，朱晔慧说，好好珍惜每一

天、每一位读者、每一位伙伴。这

或许就是徐家汇书院“光盒”背

后最动人的底色吧！

�记者 张文菁 陆海捷

书院“不打烊” 书香过大年

春节期间， 田林街道邀

请田林社区动漫工作室青年

教师， 为社区的孩子们带来

了一场以“辰龙迎春”为主题

的美育课。

活动开始， 老师们身着

传统服饰， 向孩子们娓娓道

来国画的起源、发展及其深邃

的文化内涵。 在介绍了龙的

象征意义后，孩子们的眼中闪

烁着兴奋的光芒，已经迫不及

待要在画布上释放自己的想

象力。画室里，老师巡回指导，

轻声细语中传授着绘画的小

技巧。 孩子们或是低头聚精

会神， 或是相互讨论交流，每

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满满的

成就感。 五彩的颜料在宣纸

上舞动，一条条龙在孩子们的

画纸上逐渐苏醒， 或威猛霸

气，或灵动飘逸，每一条龙都

跃动着孩子们的梦想和想象。

随着活动的进行，孩子们

的作品越来越多， 色彩斑斓的

龙身蜿蜒曲折， 或藏于云雾之

中，或翱翔于碧空之上，展现了

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

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厚情感。

辰龙迎春，一条条龙在手中“唤醒”

�记者 姚丽敏

“欢迎各位游客来到徐汇

区衡复风貌区武康路， 我是

您的讲解员单翔翔……”这

样一句简单开场白，单翔翔

重复了 11 年。 作为武康路

旅游咨询中心的旅游咨询

员， 单翔翔的工作是为来自

天南海北的游客介绍徐汇衡

复风貌区的特色景点。 在日

复一日的工作中， 他走过了

这片区域的春夏秋冬， 迎来

了新年。

漫步在衡复风貌区中，

年味正浓， 衡复风貌区内不

少店家准备了别样的新春布

置： 红果冬青与小灯笼互相

映衬、 萌龙卡通充气玩偶引

人注目……为大街小巷的每

一个角落染上“年味”。

而对于单翔翔来说，他

眼中的年味， 不仅仅是美轮

美奂的新春装饰， 更是一位

位来到上海、 来到徐汇衡复

风貌区的游客。

“很多游客在假期会来到

上海，走走武康路、看看老建

筑。 我们作为旅游咨询中心

的工作人员，依旧坚守在岗位

上，为游客介绍和分享上海徐

汇的特色景点。 ”单翔翔告诉

记者，每逢假期游客中心都将

接待近万的人次。 在节假日

每天 13 时与 15 时开放“漫游

慢品武康路” 公益导览服务

中，他会带着游客从武康大楼

出发，经过黄兴旧居、老房子

艺术中心等点位，深入品读武

康路的前世今生， 一起度过

45 分钟的 Citywalk 时间。

在 Citywalk 的起点武康

大楼， 单翔翔感慨道：“以前，

站在对面的路口拍武康大楼，

镜头里会出现很多铺设的电

线， 密密麻麻像‘蜘蛛网’一

样。 而在经过集中的架空线

整治后，天空‘干净’了，现在

游客再去拍武康大楼，整体画

面非常整洁。 同时，在春节期

间，大楼的三楼也挂上火红的

中国结，不少人都会在这里拍

照打卡。 不仅游客可以享受

到美好的风景，周边居民的生

活环境也得到了提升。 ”

在武康路旅游咨询中心

工作 11年， 单翔翔见证了武

康路焕然一新、 成为网红热

门的过程。 最早的时候，武康

路吸引的人群大多数都是老

房子爱好者、周边老居民等。

而现在， 武康路上的游客慢

慢变多， 来自全世界各地的

游客都来到这里参观。“曾经

还有一位外国人专门来到这

里， 他的父辈曾经在风貌区

内生活过。 他想沿着父辈的

足迹，在徐汇走走看看，感受

父辈们曾经的生活地方。 ”单

翔翔说道。

在单翔翔看来，武康路不

仅是一条拥有百年老建筑的

文化之路，受到游客们喜爱的

旅游之路，更是周边居民生活

的家园 。 新春期间， 走在

Citywalk 的路线上，他时常会

看到一些老建筑中的烟火气：

上街采购的居民、午间时刻的

饭香、 商店内忙碌的工作人

员……一座座百年老建筑中

又焕发出了新生机，一个个老

故事又书写出新篇章。

随着春节假期临近尾声， 交运巴

士长途客运南站迎来了返程客流的高

峰。在假期最后几天，每天到达的班次

都有近两百班，到站人次近四千，预计

返程客流高峰将持续至正月十五元宵

节后。

面对每天下午客流集中到站的情

况，站方提前做足准备，加派志愿者，

让志愿者团队成为旅客最可靠的朋

友。 他们穿梭在下客区与出站口，帮

助旅客搬运行李，及时引导旅客顺利

出站，并积极提供咨询服务。 由于提

前对周边交通情况做足了功课，志愿

者们总能提供最合适的建议和帮助，

确保每一位旅客都能找到最便捷的

回家方式。

今年春节期间， 为了进一步提升

旅客的出行体验， 长途客运南站与强

生出租合作，引进了“强生致行”平台，

为旅客提供一键叫车服务。 通过这个

平台， 旅客只需在下客区进行简单操

作，便能快速安排交通，大大缩短了等

车时间。

站方提醒，在未来几天内，返程高

峰期仍将持续， 广大旅客可以提前规

划行程，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并积极配

合站内秩序，共同营造一个和谐、有序

的出行环境。站方承诺，将继续关注客

流动态，动态调整服务措施，全力以赴

提供最优质的服务， 为旅客提供一个

温馨、顺畅的返程环境。

以优质服务保障旅客

顺畅返程

�记者 冯赟

�记者 姚丽敏

“人从众 ”，组成了我的新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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