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张晓鸣

人物小传

杨 华 峰 ， 1982 年 9 月 生 ， 上 海 人 ，

2001 年从学校毕业后进入普陀区房屋维修应
急中心成为一名水电维修工， 现任应急中心维
修班班长。 作为著名全国劳模徐虎的接班人，

他在维修岗位已坚守 19 个年头， 曾获得上海
市 “五一” 劳动奖章、 上海市青年 “五四” 奖
章、 上海市最美物业人标兵、 上海市房管系统
“青年岗位能手” 等荣誉。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单颖文

高温“桑拿天”仍是本周上海天气的主旋律。 周三起，上海最
高气温都将维持在 36℃附近，周末可能出现 37?极端高温天气

今年第 5 号台风“蔷薇”（热带风暴级）昨夜越过上海同纬
度，距离上海最东端约 500 公里；由于强度较弱，结构不对称，

对上海基本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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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好，今晚的风太大了，我家雨棚被吹得

摇摇晃晃，你们赶紧派人上门来帮我看看，这要

掉下去砸到人可不得了！”

“我家断电了，空调也开不了，大热天的实

在受不了，麻烦你们抓紧时间，地址是……”

8月4日、5日，受今年第4号台风“黑格比”影

响，普陀区962121物业服务热线电话不断，各种

险情险单接踵而来， 杨华峰和同事们度过了连

轴转的两天。

2001年从学校毕业后， 杨华峰来到西部集

团， 成为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的一名水电

维修工，至今已和水龙头、抽水马桶、扳手、螺丝

等打了19年交道。早出晚归，不怕苦不怕难，责

任大于天！这样的热忱，换来百姓的信赖。2019

年， 杨华峰团队共完成任务单6579件， 及时率

100%?居民满意率100%。

接到居民报修，他只有
一句回答“我马上到”

“什么叫看天吃饭，我们物业维修行业就是

这样。一到夏天，我们的维修任务量是平时的3

倍。碰上台风天气，更加忙碌。”每年防台防汛期

间，杨华峰都会主动请缨，放弃休息，坚守岗位。

8月4日夜间，“黑格比”影响上海。当天晚上

8点，曹杨八村144号居民来电报修，反映小区大

修时搭建的脚手架在风中左右晃动。接单后，杨

华峰不到半小时就赶到现场。经过仔细观察，他

联系了小区物业和所属工程队， 大家合作帮助

居民消除了安全隐患。

这时已是晚上10点，灵石路1565弄一户居民报修家中断电。杨华峰和同事

董磊、黄攀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经过现场细致排查，他们发现断电是由于室内

线路短路导致。由于室内漏水严重，为防止出现其他状况，三人先是进行紧急

排险处理，对搭建的雨布进行加固，然后维修室内电路，及时解决居民困扰。

结束这单维修任务， 正准备往回赶的杨华峰三人又接到了一户居民来电

报修，原来是漏水导致居民家中大面积断电。可没想到的是，居民家住18楼，而

电梯发生故障正在维护中。

“每当遇到这种急单，那是一刻也不能耽搁的，必须及时赶到，能尽早解决

就尽早解决，让居民安心。”杨华峰二话没说，“噔噔噔”就沿着楼梯往上跑。到

达18楼后，三人没顾得上歇息，就赶紧开始现场排查。经过2个多小时的处理，

室内恢复了供电。

不巧，这个时候热线电话又接到报修单。这时，已经是8月5日凌晨，维修班

人手不足，调度人员无奈只得联系杨华峰，杨华峰听后只有一句“我马上到！”

“在杨华峰身上，我们看到了物业维修的辛苦与担当”

曾有人问杨华峰：“水电维修工作，很苦很累，待遇不高，小青年很少有选

择这个职业的，你后悔当初的选择吗？”

对此，杨华峰坦言，刚进单位那会儿，自己也曾经打退堂鼓，“但是当我上

门处理完第一个维修任务之后，我的想法慢慢改变了”。

当时，杨华峰刚跟着师傅学习没多久，就接到一户居民来电报修，反映卫

生间抽水马桶泛水，无法进人。当杨华峰赶到居民家中时，顿时被眼前的景象

惊呆了，卫生间地面污水横流，马桶里的脏水粪便还在源源不断地向外喷涌。

说实话，第一次上门维修就碰到了这么棘手的问题，杨华峰心里确实是没

底的，但他咬了咬牙，告诉自己，凡事都有第一次，这回修好了，下次碰到这类

问题心里才不会犯怵啊!

杨华峰先是将坐便器拆掉，戴上手套将浮在水面上的污物扫进坑管，然后

利用工具将粗钢丝一厘米一厘米地向下打，一下?两下?三下……终于“咚”的一

声，钢丝夹杂着抹布?丝瓜筋等异物被拉出了管道，一旁的居民也欣喜地叫了起

来：“通了，通了，水下去了！”居民激动地握住杨华峰的双手，连声道谢。

渐渐地，杨华峰爱上了这份工作，每每听到居民的一声感谢，获得居民的

一句夸赞，心中就多了一份满足，正是这种满足更加坚定了他从事这份工作的

决心，更激发了要把这份工作干长?干好?干精?干出色的信心和恒心。

光新路177弄居民代表沈荣生回忆自己第一次碰到杨华峰，是在一个冬天

的夜里。进门套鞋套?收拾维修废物?深夜疏通窨井管道……一个个不经意间

的小细节，让老沈对这个80后小伙儿印象深刻。“在杨华峰的身上，我们看到了

干物业维修这一行的辛苦与担当。”

从“小木箱”到“百宝箱”，传承中赢得赞誉

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的前身，是上海乃至全国人民都耳熟能详的“徐

虎热线”。35年前，徐虎以一位普通水电工的身份，在他维修的辖区挂出给居民

报修的三只小木箱，义务为广大居民排忧解难。从此“辛苦我一人，方便千万

家”的徐虎精神，便像一颗为民服务的种子生根发芽。

杨华峰同样也有一只自己的“百宝箱”，里面有一堆大小不一的螺丝，还有

一些外人叫不出名的小配件。 每次居民家中的水卫设备被诊断出了 “疑难杂

症”，他就是靠这只“百宝箱”里不起眼的配件让它们“起死回生”的。他的工具

箱里有好几只冷热水龙头的芯子，这些都是他平时有意无意搜集来的，以备不

时之需。若是哪次维修时排查出正好是龙头芯子坏了，直接换上就成，不用再

让业主临时去买，不仅帮业主节约了维修成本，还提高了维修效率。

最近，他的“百宝箱”又多了一件“神器”。空调外机一般都是置于住户外墙

上，进行拆除时，维修人员一般都要伏在空调外机上用切割机单手进行切除，

既危险又不方便。为避免这些风险，杨华峰号召组内工人一起想办法，新的破

拆工具终于成型。这个破拆工具由钻头?固定架?托盘构成，钻头替换了原有的

切割刀。在操作时固定好位置，直接用钻头把生锈螺丝打下来，螺丝掉落在托

盘防止高空坠物。这项技术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加了安全系数，得到居民和工

人们的共同称赞。

在徐虎等劳模悉心带教下，杨华峰已成长为新一代徐虎精神的接班人?传

承人和发扬人。“戴眼镜，文质彬彬，有点像徐虎年轻时的样子。”西部集团房屋

维修公司经理吴子杏在评价杨华峰时说，“像徐虎一样， 他又是那么任劳任怨

地承担最脏?最累?最难?最险的活，服务从不失信，赢得百姓的称赞。”

告别“既管事又管钱”，确保救助金精准发放
“上海市民政资金内控监管平台”年内覆盖全市16个区

经过近两年试运行， “上海市民政

资金内控监管平台” 今年年内将覆盖本

市 16 个区。 记者日前从市民政局获悉，

截至目前， 该平台已在 7 个区 80 个街

镇 （乡） 试点应用。 试点期间， “城镇

低保 ? 农村低保 ? 特困供养 ? 重残无

业? 特殊救济? 支内回沪” 六类社会救

助资金纳入该平台审核发放， 目前已累

计安全发放资金逾 6 亿元。

以 “权责分离? 制约监督” 为设计

思路， 该平台设立初衷是防范民政资金

在发放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风险， 确保资

金精准预算? 精准发放? 精准记账。 根

据平台管理流程， 市民提出民政资金申

请后， 由街镇进行资格审批? 待遇审批。

审批通过后， 代发银行将校验个人信息?

账户信息， 街镇再进行确认。 上述环节

均无误后， 工作人员再报送区民政局复

核并统一将相关资金直接打入申请对象

个人账户。

经过 “流程再造”， 街镇不再 “既

管事又管钱 ”， 业务审批 ? 系统审批 ?

资金内控系统校验等重重关卡牢牢守住

民政资金发放的安全底线， 让每笔救助

资金都精准? 安全地交至个人手中。

民生保障力度增强

这些年来， 上海民生保障力度持续

增强。 来自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 全市

各类困难群众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对象

已多达 330 余万人。 由民政部门负责审

批? 发放的专项民生资金也日益增多。

更多的服务人群? 更庞大的资金数量，

对传统业务流程提出了挑战。

以往， 民政资金发放遵循 “市级制

定政策? 区级指导落实? 街镇审核发放”

原则。 随着民政资金数量和涉及单位增

加? 使用频次升高? 业务种类变复杂，

原先由街镇发放资金模式的风险点渐渐

显露出来。 去年 7 月起， 该平台先后在

杨浦? 宝山 2 个区上线试点运行。

在市民政局计财处处长练进波看

来 ， 平台诞生后 ， 街镇 “既审批又发

放” “既管事又管钱” 现象得以扭转。

同时， “对象审批” “资金发放” 两项

权力也实现 “各自独立? 各有监管? 互

相制约”。

全流程电子化闭环管理

作为信息化平台， 民政资金内控监

管平台不仅实现了从申请 ? 审批到复

核? 发放的 “全流程电子化闭环管理”，

同时也让 “实时记录? 修改留痕? 全程

留痕” 成为可能。 在实践过程中， 更是

基本杜绝了资金发放环节中的手工处

理? 人为篡改， 大大降低了人为风险。

同时， 该平台还设有 “差异项预警” 机

制。 针对因各种原因导致的特殊情况?

账户异常等， 系统都会及时发出预警。

区民政部门接警后 ， 必须第一时间督

促街镇查处 ， 有效保证了民政资金发

放安全。

作为首批试点区域， 杨浦区民政局

副局长周萍对平台效果有着直观感受。

拥有 109 万户籍人口的杨浦区， 其辖区

范围内各类社会救助对象总量占全市的

十分之一。 在推进过程中， 周萍发现，

平台推出后让信息更精准 ? 资金发放

留痕迹 。 试点期间 ， 杨浦区通过平台

及时解决并完善资金发放过程中存在

的问题。

大大减轻基层人员负担

在有效减少民政资金发放失误和避

免人工篡改? 保证精准发放的同时， 该

平台也通过集中发放? 统一管理， 大大

减轻了基层工作人员的负担。

据介绍， 市民政局下一阶段还将把

各类民生资金，包括个人类补贴资金?机

构类补贴资金等，全部纳入该监管平台。

通过该平台，实现“市对区”“区对街镇”

三级网络全程监管， 为上海民政资金发

放建立一个阳光透明的安全防火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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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周“桑拿天”仍唱主角
昨天最高气温 36.9℃创今夏新高，申城发布今年第二个高温橙色预警

本 报 讯 （见 习 记 者 张 天 弛 ）

36.9?！ 申城昨天刷新今夏最高气温

纪录，这也是本市今年第九个高温日。

昨天 14 时许，上海发布了今年第二个

高温橙色预警， 除奉贤站和金山站以

外，其余各站最高气温均超过 35℃高

温线。气象预报显示，高温“桑拿天”仍

是本周上海天气的主旋律。

记者从上海市气象局了解到， 截

至昨天， 今年上海的高温日天数共计

9 天， 其中 7 月出现 3 天， 8 月出现

6 天 。 昨天的徐家汇站最高气温为

36.9℃， 超越了今年此前的纪录———

8 月 7 日和 7 月 23 日的最高温度

（36.8℃）， 成为今夏最热一天。

今年第 5 号台风 “蔷薇” （热带

风暴级） 昨天凌晨在菲律宾东北洋面

生成。 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台风公

报， 昨天 17 时， “蔷薇” 中心位于

韩国济州岛偏南方约 790 公里的东海

南部海面上，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 9

级 （23 米/秒）， 给我国东海东部和南

部带来 6-7 级大风 ， 部分海域阵风

达 10 级。

根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提供的信

息， “蔷薇” 昨夜越过上海同纬度，

距离上海最东端约 500 公里； 但由于

“蔷薇” 强度较弱， 结构不对称， 对

上海基本无影响。而中央气象台预测，

“蔷薇”将以每小时 45 至 50 公里的速

度继续向偏北方向移动， 在我国东海

东部海域北上， 今天凌晨开始逐渐转

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白天将在韩国南

部沿海登陆， 以后移入日本海。

本市当前处于副热带高压控制

下， 高温 “桑拿天” 仍是本周天气的

主旋律。 据上海中心气象台发布， 今

天本市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 气温在

28℃至 34℃之间， 并将在午后到夜间

出现阵雨或雷雨， 局部雨量可达大雨

程度。 明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 最高

气温也在 34℃左右 。 随着副热带高

压进一步西伸， 本周三起， 上海将以

晴热高温天气为主， 连续多日的最高

气温都将维持在 36℃附近 ， 周末还

可能出现 37℃极端高温天气。

左图： 出梅以来， 上海进入 “烧烤” 模式， 接连出现高温日。 昨天， 上

海最高气温达到 36.9℃， 创今夏新高， 这也是本市今年第九个高温日。 图为

高温下的申城天空湛蓝， 白云飘飘。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手握一铲一叉，守护好“全民草坪”

虹口足球场重新对外开放的背后离不开草坪管理员的“守草有责”———

前天是我国第 12 个 “全民健身

日”。 当晚 8 点半， 虹口足球场内全民

健身球赛刚散场， 武浩文就手握一把

绿化铲? 一把二股叉 “上场” 了。 此

前 2 个小时 ， 这里刚刚进行了一场

“球迷球员” 的 7 人制业余足球赛， 也

是虹口足球场全民足球公众开放首日

的第一场比赛。 作为目前本市中心城

区唯一真草草坪专业足球场的草坪管

理员， 武浩文在球赛结束后， 便和同

事开启了对草坪的例行 “巡逻”， 及时

修补草皮损坏， 守护好脚下这片 “全

民草坪”。

“关系到运动安
全的事，马虎不得”

从球场入口走到赛场顶端的巡场

起始点，武浩文已满头大汗。 从点位上

走出没多远，他就“火眼金睛”地看到中

场附近边线处有个拱起的小草块。他快

步走到“事发地点”，蹲下身子，将草皮

二股叉从拱起处插下，再稍稍用力将二

股叉往中间推，然后拔出来，又在拱起

处的另外三边重复这一动作。当这里形

成一片草拱， 他再站起来踏了几脚，将

其踩平。

由于是球迷来踢业余球赛， 再加

上在预订须知公告里通知对方不要穿

长钉鞋进场， 以及严格的现场球鞋查

验， 武浩文预估， 这处因球员铲球或

急停等大动作造成的草皮损伤， 应该

是当晚最严重的情况， 甚至可能只产

生了一两处。 即便如此， 他和同事仍

然分头一遍遍地来回巡场， 直至他们

的足迹和目光覆盖到当晚所有使用过

的草坪区域。 他们前前后后走了一个

多小时。

武浩文说，虽然他们做的只是小修

小补，但如果漏掉一处，既会对草坪产

生严重影响，也可能影响以后上场球员

的发挥，甚至造成球员受伤。“关系到运

动安全的事，马虎不得。 ”

共同维护好 “全
民的设施”

受疫情影响 ， 虹口足球场一直

“歇业”， 直至前天才正式向公众开放。

但对 “守草有责” 的武浩文来说， 今

年却更忙了。 比如， 由于今年赛事活

动未如期举行， 在 3 月至 5 月冬季草

的生长旺季， 若不及时进行人工干预，

迅速生长的冬季草便可能抑制夏季草

的返青。 为此， 虹口足球场管理公司

多次研究调整养护方案， 往年平均五

天修一次的草坪， 今年缩短到了三天

一小修。 再如， 今年上海遭遇 42 天超

长梅雨季， 尤其是碰到持续半天以上

的暴雨后， 球场部分区域会发生积水，

影响小草生长。 雨停后， 养护人员便

要打孔疏松土壤加快排水， 待草坪收

干后再进行适度滚压， 直至达到比赛

用地硬度要求。

虹口足球场管理公司总经理宋伟

民告诉记者，今年梅雨天气造成的光照

不足， 推迟了虹口足球场的夏季草复

壮。在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的基

础上，球场早在第二季度就启动了向社

会公众开放场地的方案拟定工作。但由

于草坪的使用要“看天吃饭”，7 月他们

又结合梅雨? 高温下的草皮生长情况，

对整个方案不断优化平衡，最终决定在

今年“全民健身日”当天向外界开放。目

前，虹口足球场每周五?六开放场地，且

每个开放日轮流使用四片场地中的两

片，确保草皮在使用后有充分的修复时

间，既保证了专业场地得到养护，又实

现了专业场馆为全民所用。

“大家走的时候别横穿草坪，从旁

边绕过去，一定要保护好草坪！”首场球

赛散场时，球队领队翟卫星不断提醒着

队友们和亲友团。 他说，这次虹口足球

场的对外开放，体现了上海的城市服务

内容越来越贴近百姓需求，让更多人有

机会圆梦。 作为受益者，理应做出力所

能及的回报， 共同维护好 “全民的设

施”，让更多人享用到“人民的福利”。

武浩文手拿草皮二股叉，向记者介绍草坪养护的难点。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每个人都是一束光，平凡的伟大就在我们身边

■
新
时
代
奋
斗
者

杨华峰在普陀区房屋维修应急中心培训室

指导同事维修电路。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