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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 ， 您看这就是我在上海工作

的地方 。 这里一切都挺好的 ， 您不用

担心……”面对着手机镜头，杨海波一直

在微笑。昨天，他给远在河南老家的母亲

录了一封“数字家书”，每每通电话时欲

言又止的思念， 这一次总算是有机会全

都说出口来。

杨海波是叮咚买菜张江站的站长，

整个站里 26 名员工今年一致响应号召、

就地过年。 对于快递、外卖小哥来说，过

年的这段日子不仅意味着“留守”，更会

是加班加点的工作高峰。 为了把温暖送

给保障民生的留沪人员， 浦东新区张江

镇携手区域内阅文集团、 汉图科技等企

业，借助寄“数字家书”、线上资源礼包等

全新的数字化方式， 让这些可爱的外来

务工人员在上海安心过年， 先把思念寄

回家乡亲人身边。

“我们先录一段视频，连上这台视频

打印机后，照片会自动打印出来，”在叮

咚买菜张江站， 汉图科技的工作人员手

把手教配送小哥如何制作 “数字家书”，

“家里人只要用手机扫一扫照片，之前录

的视频片断就能跳出来播放了”。

90 后小伙子王磊昨天是第一个对

着镜头录制“数字家书”的。 平常在水产

加工场工作的他 ，分拣 、杀鱼都是一把

好手 ， 可站在镜头前却一时说不出话

来。 停顿许久，他掏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新年快乐。 别担心，我在这里就地过年

了……”

王磊告诉记者， 他有很多话想对父

母讲，两位老人在安徽老家帮着带孩子，

非常辛苦。打印机刚把照片“吐”出来，他

立马就把照片收进了信封， 仔仔细细地

封好，“希望爸妈早点能收到这份心意”。

杨海波其实已经有四五年没有回家

乡过年了，“我们做配送这一行的， 春节

总要加班加点。说不想家是假的，临近春

节的几天，我都不敢给我妈打电话，不敢

多讲，多讲会流泪。我怕自己的‘铁汉’形

象‘受损’”。

于是，平常很喜欢开玩笑的他，昨天

在镜头前显得格外用情：“妈，我很想您。

您放心，等年后不忙的时候，我一定尽快

找时间回家看您。 ”

短短 15 秒的“数字家书”，承载的是沉甸甸的思念之情。

张江镇团委书记蔡娱乐表示，在“就地过年”群体中，配送小哥

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他们不仅需要春节留守在上海， 还要服

务他人。 我们希望用这一次活动帮助这些小哥把‘数字家书’

寄回家乡，缓解他们的思乡之情”。

除了“数字家书”，阅文集团昨天还定制了线上资源礼包，

送给在张江保障民生的留沪人员，让他们能够在忙碌之余，免

费看一本小说，听一段相声，在线感受年的味道。

这些在线阅读的电子兑换券在叮咚买菜张江站“人气”颇

高。杨海波告诉记者，“配送小哥们平时工作都比较辛苦，只要

一有空，大家都喜欢读读小说解压解闷。 ”

最近几天，忙着添置年货的人多了，杨海波和同事们自然

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整个张江站前置仓每天的配送量已经达

到 1200 单左右。

“活鱼活虾等生鲜品类生意一直很红火，最近销量增长最

快的是零食类年货，”杨海波介绍，现在他们的工作节奏是：从

早上 6 点开始接单， 一直要送到晚上 10点左右，“一直会有单

子进来。 最忙的一天，光是杀鱼，我一个人就要杀七八十条”。

为了保证春节供应，叮咚买菜张江站 26 名员工会一直保

持全员在岗。 “春节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小小庆祝一下的。 ”杨

海波已经想好了大年夜的 “节目”，“我给小伙伴们准备了惊

喜，现在还要保密哦！ ”

■本报记者 何易丨周辰

夯实“五心”，上海春节文旅
有温度、有内涵、有年味

市文化旅游局发布春节出游
“二不二要”提示

本报讯 （记者何易丨周辰） 春节将至， 人们纷纷响应

“就地过年” 倡议， 取消回乡过年或异地旅游计划。 上海市

文化旅游局针对今年春节假日新特点， 在守牢疫情防控底线

的大前提下， 全力做好在沪人员过年文旅服务保障工作。

昨天， 市文化旅游局发布春节出游提示， 建议大家疫情

防控不放松、 关注天气不大意、 途中安全要牢记、 参与活动

要有序。 无论是走亲访友， 还是参加文旅活动， 都要坚持防

疫 “三件套” （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离、 做好个人卫生），

牢记防护 “五还要” （口罩还要戴、 社交距离还要留、 咳嗽

喷嚏还要遮、 双手还要经常洗、 窗户还要尽量开）。

市文化旅游局也提醒广大市民： 假期出行遇紧急情况

时， 请及时报警求助。 旅游投诉请拨打全国旅游服务热线

12301、 市民服务热线 12345。

此外， 市文化旅游局领导带队深入本市宾馆酒店、 文博

场馆、 演艺剧场和小棋牌室等重点文旅场所， 对疫情防控和

安全生产工作开展节前大检查。 通过市、 区联手， 做实文旅

防控责任网格机制， 做好对文旅场所的风险分析、 预警提示

和整改落实， 确保春节期间文旅市场安全有序。

据悉， 春节期间， 本市各大博物馆、 美术馆以及各类公

共文化场馆将上线 300 多个 “云展览”， 涉及历史文物、 革

命文物、 自然科学标本等多个门类的藏品和展品。 各类公共

文化场馆将推出线上阅读、 竞答、 讲座、 课堂、 公益课、 对

话直播、 主题图片展、 戏剧 “云上展示”、 新年大汇演等项

目。

各大在线文旅平台也积极推出春节特别文旅专题， 促进

线上文旅消费， 如哔哩哔哩 （B 站） 推出 “乐嗨上海我家的

年味” 主题视频图片征集展示， 抖音开设 “乐嗨上海过大

年” 超级话题， 携程推出 “周四周边游直播活动”， 美团点

评推出 “乐嗨上海过大年 美食美购不打烊” 等。

市文化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表示， 今年以 “五心” 为总基

调， 即 “文旅体验有信心、 文旅出行享安心、 文旅服务更称

心、 节日氛围很暖心、 特色安排得欢心”， 策划推出了一批

假日文旅服务， 凸显 “高品质、 有年味、 在线化” 三大特

点， 围绕留沪过年的外来务工人员和本地居民两类人群， 合

理、 有序引导大家 “在沪过年” 中度过一个健康祥和的文化

年， 充分感受上海的文旅服务有温度、 有内涵、 有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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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办年货，线上线下“买买买”都要注意安全
线上选择正规电商，取货注意手卫生；线下列好购物清单，备好口罩减少逗留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年关在即， 置

办年货成为家家户户过年的头等大事 ， 往

年此时商场 、 菜场 、 超市都是人头攒动 。

今年疫情防控常态化， 为确保春节置办年

货安全 “买买买 ”、 保证 “年味儿 ” 不变

样， 上海市健康促进中心昨天分别针对线

上、 线下双渠道发布采购年货健康贴士。

总结置办年货健康防护核心要点有二：

如果是线上采买， 要选择正规渠道， 关注

检验检疫信息 ； 如果是线下采购 ， 牢记

“防疫法宝”， 减少逗留时间， 建议采用非

接触支付方式。

具体来说， 线上订购时 ， 要选择正规

电商， 从正规渠道购买。 网购进口商品时，

应关注检验检疫等相关信息。 取货时 ， 尽

量采取非接触取件 ， 接收来自境外和中 、

高风险地区的包裹时， 擦拭消毒后再打开，

处理完尽快洗手。

线下采购时， 关注 “出门前、 采购中、

到家后” 三个环节。

出门前， 要列好购物清单， 备好口罩，

随身配备便携式免洗手消毒剂或消毒湿巾。

自备购物袋， 减少使用公用购物袋。

采购时， 尽量避开高峰时间 ， 并按照

要求配合体温检测、 出示健康码； 全程佩

戴口罩， 尽量缩短选购商品的时间， 与他

人保持安全距离。

尤其要注意 ， 买菜时减少翻拣 ， 购买

肉类 、 海鲜等产品时不要用手直接触碰 。

不要购买来源不明的禽肉类 ， 也不要购

买野味 。 支付时 ， 建议使用自助平台结

算或使用非接触支付方式 。 使用自备购

物袋打包。

到家后， 要将外套轻轻脱下 ， 置于通

风处， 及时用 “流动水+?皂或洗手液” 清

洁双手。 必要时， 可用 75%的酒精对包装

物品表面进行擦拭消毒。

牛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在享受节日喜

悦的同时， 请大家务必坚持做好个人防护，

安全 “买买买”， 开心过 “牛” 年。

防疫不忘“三件套”做到“四加强”
全市开展沐浴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健康部门发布提示———

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 临近春节， 人

气汤馆成为不少市民假日放松娱乐的 “打

卡地 ”。 为保障全市各类沐浴场所卫生安

全 ， 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要求 ，

上海市卫生健康部门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沐

浴场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 ， 并呼吁大众 ：

不忘 “防疫三件套”。

昨天上午十点多， 记者随监督检查人

员来到浦东的极乐汤浴场， 此时已陆续有

客人前来。 出示随申码、 测体温、 登记个

人信息……成为入门第一道流程 。 极乐汤

负责人告诉记者， 疫情发生以来， 浴场不

断优化落实常态化防疫举措， 以针对人的

防控为例 ， 除了对内部员工加强管理外 ，

还要求客人出示随申码、 测量体温、 登记

个人信息方便日后追溯等， 一旦发现异常

情况， 汤馆门口还设置相应隔离区， 采取

“就地隔离” 的同时通报疾控系统。

上海市卫健委监督所四级调研员莫伟

文介绍 ， 沐浴场所由于其环境较为密闭 ，

历来是卫生健康部门重点监管场所。 此次

专项工作重点检查沐浴场所的疫情防控措

施落实情况、 卫生管理制度有效执行情况、

沐浴水水循环净化情况、 沐浴场所集中空

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情况以及各类公共用

品用具清洗消毒情况。 该专项工作将持续

至 2 月底。

从 2020 年本市卫生健康 “双随机” 监

督抽查情况来看， 全市沐浴场所卫生安全

情况总体良好。 根据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

防控要求， 卫生健康部门提出， 全市沐浴

场所要进一步完善并落实各项卫生管理制

度， 做到 “四个加强”：

一要加强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 ， 包括

制定新冠肺炎疫情应急处置预案， 加强疫

情防控知识宣传； 配备足量防疫物品 ， 加

强公共部位预防性消毒； 适时控制和主动

引导客流， 降低场所内人群密度等。

二要加强浴池水循环消毒 ， 包括建立

浴池水循环净化系统， 每天营业结束后或

必要时及时对浴池进行清洗消毒， 确保沐

浴用水卫生符合要求等。

三要加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清洗消毒。

按照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办公场所和公共

场所空调通风系统运行管理卫生规范》， 加

强集中空调通风系统的清洗、 消毒和卫生

检测工作。

四要加强公共用品用具清洗消毒保洁，

毛巾、 浴巾、 浴衣等公共用品用具 （一次

性用品除外） “一客一换一消毒”， 更衣箱

“一客一消”。

健康部门同时提醒市民 ， 在沐浴场所

消费过程中， 要结合自身情况安全健康消

费， 做到 “三不要”， 即身体不适时不要前

往浴场， 14 天内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不要

前往浴场， 当沐浴场所人群过于密集时不

要前往。

本市卫生健康部门将继续做好沐浴场

所卫生专项监督检查及抽检， 保障广大市

民健康祥和地度过新春佳节。

商户春节不回乡 民警上门除隐患
从中原路派出所出发，直行再右转至开鲁

路，路边银行、邮局、酒店、学校、超市、社区食

堂鳞次栉比，开鲁四村居民的生活起居几乎都

可以在这里解决，这里是社区民警陶雪平负责

的片区。 这条路线，陶雪平已走了八年。

春节将至，响应就地过年倡议，不少商铺

将在长假期间提前恢复营业，陶雪平则忙着给

店主们“捉虫”，抓细抓早消除各种安全隐患。

社区“底数”一步步走出来

尽管知道大年夜要在辖区巡逻一整晚，

陶雪平在年前还是丝毫不敢松懈， 他说：“作

为社区民警，要掌握整个辖区的‘底数’，这样

面对未知状况发生时，处理起来才游刃有余。

这没有什么捷径，全靠日积月累、一步一步走

出来的。 ”

1 月底， 陶雪平就和徒弟一起对辖区内

商铺作了一轮排摸。 他们了解到， 与往年不

同， 很多商户今年春节不回乡。 所以临近春

节，他决定再到每家商铺去看一看，再与店主

聊一聊。

在一家连锁超市门口， 他被一摞高高的

纸箱吸引。 “这里不是应急通道的出口吗？ 纸

箱是易燃物，放这里太危险了。 ”陶雪平赶紧

叫来超市负责人， 后者立即叫来员工把纸箱

搬走了。

走到社区“大食堂”，陶雪平开始寻人，店

主主动迎上前来道：“陶警官你放心， 办好了

办好了！ ”

原来，之前一轮走访中，陶雪平发现“大

食堂”有一名眼生的服务员，一打听才知道，

这是店主担心春节期间人手不够而刚招来的

新员工。当时，这名新员工的健康证还没办下

来，因此店主略有心虚未及时报备。但陶雪平

看出来了，要求查看健康证，之后店主承诺尽

快办理，这才有了上述这一幕。

百余米的街道，一家家商铺走访下来，也

颇费时间。一转眼已是下午，陶雪平又走在了

前往开鲁四村警务站的路上。

“有事情就找陶警官”

张萍刚到开鲁四村担任居委会干部时，

从前任那里获得的工作经验是———“有事情

就找陶警官”。 因为陶警官来社区“不是来做

客的，是来帮忙解决问题的”。

这次春节排摸留沪人员基本情况， 怎么

分类人群、问什么问题，陶雪平都从专业角度

给出意见。

例如，开鲁四村超一半居民为外来人员，

春节不回家，是否会有客人上门聚会？ 春节待

在家里时间长， 一些本来关系紧张的邻居，会

不会有新的矛盾点？独居老人是否会被家人接

走过年，不接走的话一日三餐如何解决？ 这些

看似细小的问题，却是春节里最大的民生。 后

来，它们出现在了开鲁四村的情况排摸表上。

最令陶雪平感到欣慰的是， 此次排摸情

况，1600 户居民没有出现一例不配合。 八年

时间， 天天在社区警务站向居民耐心解释各

种问题的陶雪平， 换来了关键时刻居民的力

挺与信任。

面馆过年“不打烊”送上服务“大礼包”
“你们今年春节开门吗 ？” 对于这个

问题， 徐志荣每天要回答几十遍。 徐志荣

是网红面馆 “样样体面” 的店主， 最近他

发现， 店里八成以上员工响应倡议留沪过

年。 他和老板娘一合计， 打算正月初五就

恢复营业。 这是小店开张四年多来， 首次

在春节假期 “不打烊”。

这两天， “样样体面” 将在春节期间

营业的消息不胫而走， 店里时不时会出现

“穿制服的人”。 原来， 国家税务总局上海

市虹口区税务局等辖区内多个相关部门排

摸到这一情况后 ， 主动跨前一步上门服

务， 这让徐志荣很感动： “政府很关心我

们， 我们会尽力为顾客提供好服务， 安顿

好员工， 大家一起过个健康祥和的新年。”

“要在店里请员工吃年夜饭”

第一次有这么多员工留沪过年， 徐志

荣早就想好了： “大年夜那晚， 要在店里

请大家吃顿年夜饭。” 春节到正月初四虽

然不营业 ， 但员工们的一日三餐必须保

障， 他已安排好人手届时负责买菜做饭 ，

“大家辛苦一年不容易 ， 要让留下的伙计

们安安心心在上海过好年”。

“中午的员工餐能不能算上我们一

份？ 大家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 。” 在附近

上班的孙小姐找到徐志荣。 这位 “样样体

面” 的常客今年也响应号召留沪过年， 她

和几个同事还约好了， 春节期间到公司加

班： “就和平时中午订餐一样呗！”

徐志荣说， “样样体面” 在宝安支路

上开张营业四年多来， 不仅是许多潮人的

“必吃榜” 打卡地 ， 更是周边居民 “家门

口的食堂”， 还承包了附近不少商务楼宇

的白领午餐。 今年考虑到附近有些就地过

年的白领选择加班 ， 或者居民想就近吃

饭， “只要微信上提前说一声， 欢迎大家

来 ‘蹭饭’”。

税务部门跨前一步精准服务

下午 3 点是面馆的营业 “淡季 ”， 虹

口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熊颖算着时间来到

“样样体面”。 她告诉徐志荣， 这个月已将

面馆的发票月领用量提高了 3 倍 。 原来 ，

去年 11 月 “样样体面 ” 装修完工后 ， 周

边一些企业开始向面馆直接订购员工餐 ，

这导致去年 12 月面馆的发票需求量骤增

了 3 倍。 今年 1 月， 虹口区税务局工作人

员看到后台数据后， 马上联系徐志荣了解

情况， 及时为面馆调整了发票领用量。

据悉 ， 针对今年企业留沪过年期间

可能带来的营业额增长 ， 税务部门通过

分析税收大数据等方式 ， 对区域内餐饮 、

商业等用票量较大的行业提前排摸 。 以

“问需求、 同步审 、 及时核 、 网上送 ” 的

举措 ， 进一步优化涉税审批服务 ， 最快

做到发票审批当日完成 ， 保障企业的发

票用量。

听说 “样样体面” 今年打算发展外卖

业务， 熊颖又仔细询问了徐志荣的准备情

况， 并向他介绍电子发票的申请流程。 由

于整个流程在电脑上即可操作， 她建议徐

志荣在店里或家里办理 ， 有疑问可拨打

12366 服务热线咨询， 或者也可直接到税

务大厅找工作人员现场指导办理。 “我们

有时对政策了解不到位， 政府部门就派人

解释， 对我们帮助很大 ， 非常感谢 ！” 徐

志荣点赞道。

熊颖说， 今年上海员工高比例留沪过年

的企业很多， 尤其是小微企业。 这些天她和

同事们抓紧走访这类企业， 不仅表达关心慰

问， 还能加强沟通， 跨前一步掌握企业涉税

需求， 更精准地为企业普及政策、 提供服

务， 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记者 单颖文

■本报记者 唐玮婕

荨 虹口区税务局工作人员熊颖来到“样样体面”面馆，

告知店主税收优惠政策。

本报记者 陈龙摄

荩 陶雪平到社

区排摸留沪人员基本

情况。

（市公安局杨浦
分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