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一句“谢谢”，让他割舍不下这座城市
“我走了，老人们怎么办？”助老送餐员孔维强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孔维强，51 岁，来自安徽宣城，近半人生

漂泊在外务工， 能坚持下来的工作并不多。

但在大上海， 助老送餐员这份工作让他落

定，坚持了足足三年多。 这个春节，孔维强依

旧不回家过年， 一方面响应号召就地过年，

另一方面，老孔也有着自己的“倔强”：“我走

了，老人们怎么办？ ”

昨天上午 11 点半， 老孔送完浦东新区

洋泾街道当天的 38 份餐点， 准备返回社区

食堂。 这时，他接到了外送员同事张平的电

话。原来，昨天是张平正式退休的日子。几位

外送员相约一起吃午饭， 也算是提前吃了

“年夜饭”。

老孔所在的助老送餐公司，名叫缘源餐

饮，是一家连锁社区食堂运营机构，所营运

的社区食堂覆盖全市 7 个区 21 个街镇。 今

年，该机构内有 60 余名后勤人员、外送员像

孔维强一样，取消原本返乡计划，就地过年。

这些送餐员风里来雨里去，一年到头没

停过，为老人们的餐食而奔波。 机构负责人

也很感动，决定过年期间为这些送餐员开放

社区食堂，让他们也吃上一顿热乎的饭菜。

将热乎乎的饭菜送到老
人手中

上午 9 点，社区食堂一天之中最忙碌的

时刻。 后厨忙得不可开交，终于卡着点将所

有外送餐食准备就绪。

孔维强迅速垒好盒饭，并将其一一放入

送餐车内。 “一、二、三……”，当数到第 38 份

的时候，他利索地关上车厢门，准备发车。

“这已经是一年中订餐数最少的时候

了。 ” 老孔早已摸清了助老餐的季节性特

征———盛夏季节，老人不愿出门 ，每位送餐

员每餐送餐量能一下子飙升到四五十份；到

了冬天，不少老人精打细算，自己会储备部

分餐食，订餐量也会有所波动。 临近春节时，

一年之中的订餐量到了“波谷”。 虽然人少，

压力却并未减轻， 这剩下的 38 份助老餐几

乎都是“刚需”。 老孔这样解释：订餐老人中，

80%以上都住在没有电梯的老公房内 ，“悬

空老人”们一天的全部社交几乎就集中在与

送餐员交流的几分钟里，“你说能马虎不！ ”

9 点 20 分， 老孔送餐至第一户老人家。

80 多岁的郑阿婆订餐时长与老孔的职业生

涯“完美重合”，老孔送了三年，郑阿婆就订

了三年餐。 三年的每日一照面，积攒下了厚

重情分。 郑阿婆还记得，有两次正巧遇到电

梯停电，孔师傅二话不说整整爬了 15 ?，午

餐送到的时候还是“热乎乎”的。 这个画面，

让她记忆至今。

路上抓紧时间，到了楼
下始终耐心等着

老孔送餐，送出了快与慢不同节奏的完

美融合。

从垒盒饭到出门送餐，他抓紧时间。 若

是跟着他的送餐路线跑上一圈，一不留神就

会被他甩在身后。 短短 2 小时内，他要跑上

十几个居民区送餐。 这些居民区特别分散，

相邻两个小区间的距离至少 1 公里以上，但

依靠 “人脑导航”， 他早已摸清了熟悉的近

道。 从停车到取餐，老孔绝不浪费片刻时间。

等到了楼下， 老孔又切换至另一种模

式。 从摁门铃到老人开门取餐，他始终耐心

等着。 “有些老人耳朵不好使或是腿脚不便，

一分钟是他们正常的反应时间。 ”老孔告诉

记者，有一回，他等待了足足两三分钟，老人

依旧没反应。 他意识到事情不对劲，于是立

刻叫来了居委会工作人员一起上门查看。 开

门后，他们发现老人躺倒在地，赶紧叫了救

护车。 幸运的是，老人最终并无大碍。

在孔维强心里，送餐员的工作似乎又不

仅仅是送餐这么简单。 他们中，有送餐员与

老人家属添加联系方式，随时沟通老人身体

情况；也有人在逢年过节送上彼此最真挚温

暖的问候。 不只是送餐员，更是关爱员、关怀

员，他在这份工作中收获到了别样温情。

仔细认真加耐心，让不
少老人就此认定了他

凌晨 2 点半准时起床，3 点出发。这样的

作息，孔维强保持了近三年。 事实上，他有两

份固定工作，都与外送相关：第一份是送牛

奶，第二份是送助老餐。 两份工作各有各的

难：前者考验的是体力，后者则更需要耐心。

孔维强不知道的是，他的这两份工作冥

冥之中也互相关联。 洋泾社区食堂经理鲁小

锋说，由于助老送餐员需要送餐到户，出于

对老人安全的考虑，他们对送餐员背景审核

十分严格。 而老孔正是因为在周边居民区送

奶送出了好口碑， 才得以顺利通过食堂的

“审核”。

社区食堂也会定期对老人们进行电话

回访，老孔的好评率总是高于平均值。 淳朴、

老实，这是不少老人对他的评价。 鲁小锋说，

老孔身上有股难能可贵的较真劲儿，非常仔

细认真，也很耐心，不少老人就此认定了他。

三年来，风里来雨里去，老人们挂在嘴边

的那几句“谢谢”“当心”让他感到特别受用和

在乎，公司和同事间常有的慰问，也让他觉得

在这座大城之中依旧被人记挂、惦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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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何易 |周辰）记者

昨天获悉，1 月中旬至 3 月底，上海

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专项行

动守护“就地过年”，全力控发案、护

稳定、降事故、防疫情，为市民群众

度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春节创造安全

有序的社会治安环境。

据悉， 上海公安机关将最大限

度地把警力摆上街面、 压到一线，

提高街面见警率 、 管事率和控制

力 、 震慑力 。 同时 ， 围绕地标区

域、 热门景点、 闹市商圈和寺庙场

所，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完善

监测预警手段 ， 精准实施疏导管

控， 确保现场安全有序。

结合今年春节期间特点， 上海

公安机关将在专项行动中通过涉诈

电话智能识别、 诈骗短信拦截系统

等数字化手段， 严厉打击电信网络

诈骗、 “裸聊” 敲诈勒索、 网络赌

博等各类侵财犯罪， 切实保护群众

钱袋子安全。

重拳出击食品、 药品、 环保、

知识产权等民生领域犯罪， 加大对

假冒食品药品、 走私食品、 非法疫

苗、 假冒防疫物资、 长江流域非法

捕鱼等犯罪的打击力度， 确保春节

期间市民群众餐桌安全。

在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方面， 结

合春运安保工作， 每周开展全市统

一的交通大整治行动， 依法严查机

动车超载、 疲劳驾驶、 酒驾醉驾以

及非机动车乱骑行、 行人乱穿行等

交通违法行为， 滚动排摸整治道路

交通安全隐患。

在烟花爆竹安全管控方面， 坚

持入沪盘查、 路上查缴、 面上收缴

相结合， 加强仓储物流场地、 批发

市场等区域排查， 及时查缴非法烟

花爆竹。

结合疫情常态化防控背景下的

春运特点，会同交通行业运营单位，

监督乘客严格落实“体温必测、口罩

必戴、健康码必验”措施。 上海公安

机关还采取有力措施筑牢“入城口”

防线 ，协助相关部门加强 “陆 、水 、

空、铁”入沪通道联防联控，坚持“人

物同防”，强化对入境人员和进口货

物分流排查、检测监测、封闭转运、

中转查验等各环节的闭环管理。 同

时，会同有关部门织密“落脚点”管

控网络，充分运用智能化、信息化手

段，汇聚形成涉疫人员专题数据库，

搭建落脚点研判、 密接者发现等应

用模型，协同各区疫情防控机构，落

实居家隔离和集中隔离管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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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闪”传递别样温暖
致敬留沪过年快递小哥

深夜 10 点半，长宁区某商场地下室，忙碌了一天的盒

马鲜生快递小哥们刚刚下班， 长宁送欢乐艺术团的小伙伴

们便悄悄来到空无一人的配货通道。他们以白墙为底，在通

道里挂上了一串串星星灯，缀上灯笼，整个通道顿时亮了起

来。白墙的中间被布置成一面照片墙，一张张照片定格了快

递员们取货、送货时各种专心致志的工作状态。 “你是这个

城市最靓的仔！ ”……这是由长宁文化艺术中心摄制，将于

今天正式推出的短视频《留下过年》中的动人一幕。

“快过年了，我们想给快递小哥们送上温暖。 每天努力

生活的人，你们辛苦了！加油！”参与拍摄的长宁文化艺术中

心工作人员陈劼告诉记者。

这个春节，选择留沪过年的人越来越多。以盒马鲜生曹

家渡店为例，配送员大多来自江苏、安徽、河南、重庆等省

市，他们中大部分人将在今年春节坚守岗位，确保城市正常

运转。

为致敬留沪过年的劳动者， 送欢乐艺术团此次安排了

特别的“快闪”演出，将舞台和话筒交给这座城市中所有留

沪过年的奋斗者，让大家在上海过一个健康祥和年。

“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快递小哥们风尘仆仆的身影，也希

望亲手装扮一下他们的工作环境， 让他们能感受到家的温

暖。 ”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党支部书记叶笑樱说起策划此次

“快闪”的初衷。

清晨时分， 陆续赶来的配送员们对眼前星光点点的场

景倍感欣喜，配送主管杜亚飞说：“我们的付出被大家看到，

很惊喜，也很感动。”配送高峰期过去后，送欢乐艺术团又化

身“街头艺人”，带着乐器、音响在配货通道开始演出。

“虽然今年不回家过年，但我们也能感受到，为这座城

市奉献的成就感。 ”谈及新年愿望，杜亚飞希望疫情快点结

束，城市更安全。

惦念 200多名留校过年学生，
“黄叔”寒假继续充当解忧“树洞”

“只要有需要，就能一个电话找到我”,上海海事大学送水师傅黄曙光早早决定留沪过年

一份“滞留”在学校的入伍批准书，让上

海海事大学已经放假回家的冉同学焦急不

已。 眼看登记的截止日期就要到了，他急中

生智打电话找“黄叔”，请他帮忙拍摄一张文

件的照片先用来登记，再把这份重要的文件

寄回老家。

今年寒假，已经在上海海事大学工作 14

年的“黄叔”，第一次留校过春节，也第一次

没有返回浙江老家探望父母。 他早早决定一

家三口留在上海过年———为了留校过年的

200 多名学生。

“有事找黄叔”是很多上海海事大学学

生遇到生活中困难的第一反应。 一声饱含信

任的“黄叔”，让送水师傅黄曙光欣然身兼多

“职”———送水、为学生解决生活琐事 、充当

学生的解忧“树洞”，甚至去年他还“经营”起

了一家爱心书屋，这个寒假，爱心书屋成了

学生最爱光顾的地方之一。

“这些学生就像我的孩子，只要他们有

需要，就能一个电话找到我。 ”除了送水的本

职工作， 黄曙光每天为了学生的这些日常，

穿梭校园各处。

订水电话也是求助“热线”

比起平时日均送上百桶水，寒假留校学

生不多， 让黄曙光送水的工作量减轻了不

少。 最近，他固定送水的地点就是寝室楼和

自习室、图书馆。 “孩子们真的非常努力，放

假了也没有呆在寝室睡觉、打游戏。 每天我

去各间寝室送水，或是路过自习教室，总能

看到他们在看书、戴着耳机上网课。 ”

打开海事大学的校园订水小程序 ， 蓝

色的 “我要订水 ” 和橙色的 “我要求助 ”

同样醒目。 点击这个橙色按钮， 就会弹出

黄曙光的手机号码。 不少师生都拨打过这

个求助 “热线 ”。 所以 ， 即便要送的水少

了， 黄曙光也闲不下来。 就在昨天 ， 两个

离校学生误寄到学校的包裹， 需要 “黄叔”

分别转寄给他们。 于是， 刚给一间寝室换

上饮用水， 黄曙光又马不停蹄地赶到收发

室发快递。

只要学生有需要， 黄曙光都一一办妥，

热心 “黄叔” 的口碑也在学生中代代相传。

现在， 黄曙光的微信通讯录里已有一千多

名学生， 每个人的名字前都仔细备注了楼

号和寝室号。 还有的学生加了他但不说话，

只是为了 “有备无患”， 黄曙光也一样乐呵

呵的： “这说明学生对我的信赖。” 正是这

份依赖和信任， 有学生和室友闹矛盾 、 学

业压力大、 心情不好， 也会找 “黄叔 ” 吐

苦水。 作为退伍军人的黄曙光， 也以自己

的人生阅历耐心开导这些孩子们。

30 多平方米小屋，书香
中传递爱心

今年寒假，让“黄叔”操心的还有爱心书

屋这个“副业”。 在学校 5 号门附近，一间 30

多平方米的小屋， 除了门口的一张办公桌，

里面摆满了五六排书架，整整齐齐地陈列着

一万多册二手教材、专业书籍，学生有需求

可以免费来领。

2015 年版《中国近代史纲要》换上更新

过的 2018 年版 ，2021 年考研教材替代了

2020 年的，黄曙光非常熟悉学生们的最新需

求。 “虽然我没读过什么书，但时间长了也晓

得哪些是理科专业书，哪些是工科专业书。 ”

黄曙光是这间“爱心书屋”的发起人，他

发现每到期末或毕业季，很多学生都要处理

不少二手书。 “与其当废品卖掉，不如循环利

用，捐给其他有需要的人。 ”去年 11 月，黄曙

光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这些书大多都是黄曙

光开着电瓶车，“蚂蚁搬家” 式地从各个寝

室、教学楼等一点点运回来的，连校长陆靖

也捐了两次书。 最近，学校图书馆又整理了

几百册 “换季 ”的二手书 ，联系 “黄叔 ”上门

“取货”。

“捐书群又满了一个，马上要开第三个

微信群了。 ”管理上千名学生的“群主”黄曙

光，还利用这个“流量”扩展出了一项慈善活

动。 不久前，刚刚到西藏日喀则地区工作的

学生吴延仵找到他，希望“人脉广”的“黄叔”

帮忙募捐一些二手衣物。 黄曙光马上在几个

捐书群动员起来，得到了全校学生的踊跃响

应。 近日，整整十大包衣物已抵达当地，发放

给了有需要的人。

“爱心书屋”的捐书留言册上已经写满

了半本感言。 黄曙光在朋友圈展示了一名毕

业生的留言，也代表了他对学生的期望，“阅

读使人明智，给人快乐。 愿海大学子以书籍

为阶梯，早日实现人生理想。 ”

■本报记者 储舒婷

■本报记者 王嘉旖

■本报记者 周渊

长宁送欢乐艺术团在配货通道布置了快递员照片墙。

（长宁文化艺术中心供图）

右图： 送餐途中的助老送餐

员孔维强。

下图： 郑阿婆接过孔维强送

来的午餐。

均本报记者 邢千里摄
制图： 李洁

留沪过年，也能吃上家乡年夜饭
(?接第一版) 但今年， 一家三口决定留沪

过年， “长辈说要寄家乡特产来， 但我们

考虑到快递流动的风险， 都推辞了”。

虽然是 “三口之家 ” 过年 ， 但蒋女士

发现上海的家庭装年夜饭有多样选择 ，

完全不用愁 ， “我们准备在盒马上预订

一个年夜饭套餐 ， 在家中过年 ， 减少与

外界接触的风险 ”。 但蒋女士还是要保留

老家大年夜包饺子吃的传统 ， 为此 ， 她

已提前 “踩点 ” 家附近的菜场 ， 那里大

部分摊主春节期间依然会开业 ， 不愁买

不到新鲜食材 ， “今年我是第一次独立

包饺子 ， 虽然和妈妈比 ‘差得很远 ’， 但

这份家乡年味 ， 我希望隔着手机屏与长

辈保持 ‘同步 ’”。

记者注意到， 为满足在沪过年的外来

务工人员吃年夜饭的需求， 今年的年夜饭

外卖供应更加注重填补 “一人食” “小家

庭” 的特殊需求， 让所有人都能感受到年

夜饭的 “仪式感”。 市商务委二级巡视员赖

晓宜介绍， 从此次春节市场提供的 131 款

半成品套餐的结构来看 ， 单人消费占比

15%， 3-6 人小家庭占比 35%， 这意味着，

市场上 “一人食” “三口之家” 的年夜饭

半成品占了差不多一半比例。

“快手菜”助推新年“家”消费

倡导 “就地过年”， 助推新年 “家” 消

费， 缩短家烧和堂吃的距离至关重要 。 杏

花楼副总经理智静介绍， 今年春节首次推

出冷冻方便菜， 提供 20 多种菜品选择， 苏

浙沪消费者下单后， 可 24 小时送到家， 简

单加热或回锅就能 “一步上桌”。

方便菜的研发和推出，也是老字号品牌

面对市场需求敏捷转身的体现。 智静表示，

以往杏花楼的方便菜产品经常供不应求，去

年遭遇疫情后， 杏花楼品牌及时调整品类，

从去年 3 月开始上线冷冻方便菜，“复刻”出

上海人最爱的经典菜肴， 目前已推出单品、

礼盒装、随心配等种类，线上线下联动，物流

齐备，“仅方便菜系列产品，预计今年前两个

月的销售额可达 3000 万元”。

新雅粤菜馆行政总厨黄任康透露，今年

新雅的半成品菜系中减少了生制品的品种，

转而在高汤上下功夫，研发“快手菜”，比如

佛跳墙、浓汤花胶鸡汤等，如果按照传统烹

饪方式，不仅用料麻烦，还需要大半天熬煮，

不适合“小白”上手，“我们采用保鲜冷冻技

术， 只需要加热就能还原风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