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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滨江记忆
致力还江于民

刘绍旭———

刘绍旭，硕士、高级工程师，上海杨
树浦置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浦滨江公
共空间项目部经理，目前主要负责滨江
南段贯通工程、232 街坊、152 街坊以
及申阳滨江办公楼项目。“保护性改造”
的思路让开发建设团队创意十足。

刘绍旭养了一只乌龟， 两年多前在杨浦滨

江捡的。 那天，乌龟在马路上闲逛，差点被刘绍

旭的车子压到。
滨江的生态也是奇了， 偶遇乌龟据说是常

有的事，有人在江岸捡到过脸盆大的龟壳，有人

遇到过体格硕大的野生牛蛙。去年梅雨季节，好
多大闸蟹拼命从水里往岸上赶， 有的一路爬上

了漂浮在水上的栈桥。
刘绍旭说起这些故事真是津津有味。 皮肤

黝黑、 牙齿雪白的他， 一看就是常年在工地晒

的。 他家在山东，1998 年到同济大学读书，2002
年毕业后进入原杨浦区房屋建设开发公司，参

与过很多建设工程，包括商品房、办公楼、花园

别墅等项目———但从没接触过水上工程。 杨浦

滨江贯通工程是他参与过的最特别的建设项

目，几年来，他一天天看着原先割裂的滨江岸线

逐渐连通，去年完成了杨浦大桥以西 2.8 公里的

贯通，今年的任务目标是大桥东侧的 2.7 公里。
杨浦区拥有浦西中心城区最长的滨江岸

线，全程 15.5 公里，分南、中、北三段式开发。 先

期开发的南段滨江西起秦皇 岛 路 ， 东 至 定 海

路，全长约 5.5 公里。 这里的岸线自百年前工

业起步之时就被用作生产性岸线 ， 密布的厂

房形成一个个断点 ， 整条岸线从来不是一气

呵成的“线”。
此次岸线贯通， 杨浦南段滨江控详规划把

设计要求提炼为“历史感、智慧型、生态性、生活

化”几点。刘绍旭工作的每一环，都是为了将“还
江于民”理念执行到位。在空间上，讲究亲水，追
求岸线对公众的开放；在气质上，保留杨浦工业

的集体记忆；在生态上，有限介入、低冲击开发，
不破坏既有系统———这个工程对“保护”的要求

是高于“新建”的。
刚开始“上水”时，刘绍旭觉得脚在发软，大

太阳天的江面反光一度刺伤眼睛， 疼了一个礼

拜后他开始戴墨镜上工。临水工程不比陆地，江
边斜坡式的防汛墙， 使得亲水平台打桩困难重

重，“桩基二三十米，从上往下全是障碍物，主要

是石头，还有各种水下遗留物，像沉船碎片、钢

丝绳、船锚等。 ”
位于杨树浦路 468 号的上海船厂浦西 厂

区，曾是英国在远东地区设立的最大修船厂，有
超过 140 年历史，因滨江开发而搬迁，留下两座

空船坞和旧设备，比如登船梯、系缆桩。
改建时， 施工队发现了早已弃用的百年老

船排。 刘绍旭当即要求停工保护， 联系文物部

门，鉴定船排历史价值。 “结论是，它不属于文

物，但有保存价值。”他又与设计方商讨，把船排

作为公共空间展品，外罩透明玻璃罩，供往来行

人观赏，“为提升观赏效果， 后来我们又作了技

术改造，安装空调、加大排风。 ”
人工景观如此，自然景观更不用说。杨浦滨

江的整个设计、施工过程，都把“原生态保护”放
在第一位。比如那个体量很小的“雨水花园”，并
不是后天建造的， 而是对地面原有的一处凹洼

水坑稍作整理， 就地改造成小花园。 刘绍旭介

绍：“地貌改造过程中， 能保留的大树我们尽力

原地保留，实在影响贯通的就移植到绿地内。 ”
守护滨江记忆的团队本身就具有创新精神。

刘绍旭和同事在工程中尝试了很多新的管理模

式和技术，比如采用 BIM（建筑信息化管理）等手

段，尝试新产品、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探索优

化管理架构和团队管理模式，等等。 他对这一项

目心存敬畏：“滨江水岸是个特殊的地标，做项目

的人要对得起历史，经得起历史检验。 ”

与死神抢时间
就要“快准狠”

吴昕———

吴昕， 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随车
急救医生、市教卫工作党委系统“医德标
兵”。 一年 365天，177天坚守在院前急
救第一线， 近 50 天忙碌于院前急救知
识普及志愿服务。多年荣居“上海市医疗
急救中心年度心肺成功率最高的医生”。

20 时 35 分， 上海市第十人民医院急救中

心，铃声骤然响起。
“远景路 69 号敬老院。 ”吴昕挂了电话，抓

起 15 千克重的急救箱，径直跳上救护车。 已坐

在驾驶室的司机沈骏一脚踩下油门。
20 时 42 分，吴昕奔入敬老院。96 岁江阿婆

生命垂危，心脏骤停、呼吸停止、口吐白沫。 5 秒

插管、注射肾上腺素、胸外按压……但，心电图

上依然是直线。
20 时 49 分，心肺复苏已进行三分钟，心电

图上波动依然不稳定。吴昕脸上开始渗出汗珠。
20 时 55 分，“心跳恢复了！ ” 伴随着这句

话，江阿婆被吴昕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他长舒

了一口气，甚至没来得及擦一下脸上的汗水，立
刻和急救员、司机一起把患者搬上担架，飞速赶

往抢救室。
21 时，救护车驶入普陀区人民医院。 吴昕

这时才有机会歇一口气。
吴昕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随车急救 医

生，是与死神抢时间的人。这是他今年第六例成

功完成的心肺复苏。有时候决定生死的，就是心

脏停跳后的那几分钟， 因而急救中心随车急救

医生被称为“能使病人起死回生的人”。
心肺复苏有“黄金四分钟”的说法。 心脏骤

停后四分钟 ，是救治的最佳时间 ，一分钟之内

实施心肺复苏术 ，成功率在 90%以上 ；四分钟

内，成功率仅为 20%左右，而且很可能已经“脑

死亡”。
15 年来， 吴昕成功完成了院前心肺复苏

100 余例，多年来都是“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年

度心肺成功率最高的医生”。
吴昕的秘诀是“快、准、狠”。 “快”就是要快

速理清病情，迅速做出处置；“准”就是要对症下

药，操作准确；“狠”就是要竭尽所能，决不放弃。
21 时 33 分，“止园路 400 弄，急腹痛。 ”话

音刚落，对讲机里传来了下一个地址，刚刚收拾

完救护车的吴昕和同伴们， 在黑夜里飞驰向下

一个目的地。
平均每 12 小时的工作时间内，吴昕就需要

救治 10 位患者。除去抢救、交接和路上中转，他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足以好好吃一口饭。

工作 15 年，吴昕送过孕妇，救过孩子，也曾

奋不顾身钻车底、爬脚手架、冲火场，只为能第

一时间抢救患者。
共和新路发生过一场车祸， 五六十岁的老

伯被汽车撞倒。吴昕将他送往医院的时候，老伯

因为脑外伤昏迷。 吴昕不忍留他孤零零一个人

躺在急诊病床上，于是多等了 20 分钟，直到老

伯的儿女们出现，交代了情况，才离开。 因为这

20 分钟， 他得到了工作 15 年来第一面写着自

己名字的锦旗。
很多人的生命因为吴昕和他的同事们而获

救，但是，在第十人民医院的急救室里，锦旗只

寥寥挂着四面。当他们把患者交给医生后，总是

悄然离开。 吴昕说：“很多患者不了解我们。 但

是，只要他们带着生的希望，安全抵达医院，又

健康出院，我就开心了。 ”
医务圈里流传着一条隐形的“拒绝链”———

“如果非做医生的话， 最好不要做急诊医生；宁
可做急诊医生，也不要做急救医生。 ”和吴昕同

批进急救中心的医生， 如今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在坚守。
所以，吴昕常常被问一个问题，是什么让你

在急救医生岗位上坚持了那么久？ 而吴昕的回

答总是相同的，“唯爱与生命不可辜负。 ”

养护每株植物
都像养护孩子

魏顶峰———

魏顶峰， 上海辰山植物园高级技
师、 温室中心副主任，2015年8月创建
“魏顶峰技师工作室”，2016年8月入选
“上海工匠”。曾获上海绿化林业行业职
工植物识别技能竞赛总冠军、上海绿化
林业行业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刚忙完春季的播种、扦插、分株、换盆，夏天

就来了！ 魏顶峰又赶忙给温室打遮阴、 开窗通

风、用水帘墙降温、精细浇水。 每日如是，持续

至 10 月。 天气转凉时， 他还要给植物二次换

盆。 冬季稍清闲，控制好温度，区别浇灌休眠型

和生长型植物，必要地修剪和养护即可。 温室

没有季节性，一年到头都有活干。
魏顶峰平时管理着一万多平方米的三个大

型观赏温室和近万平方米的栽培温室、 培育园

区，养护 6000 多种共三万余株来自全球各地的

珍稀植物。 说起植物，他如数家珍，像吟诵心仪

的诗文：“养植物就像带孩子，活又细又杂。植物

生长总能给人惊喜，只要用心就会有收获。 ”
1999 年来沪工作至今，魏顶峰先后在上海

植物园和辰山植物园做“园丁”，凭着对植物的

喜爱，脚踏实地、探索总结，不仅大幅提升珍稀

植物引种“落沪”后的成活率、科研价值和观赏

性，还栽培选育 12 个多肉植物新品种，杂交育

种 50 余种多肉品种。新品种选育长则需要五六

年 ，短则两三年 ，而他近 20 年如一日 ，细致耐

心，默默耕耘。
“新盆先放三分之一特制颗粒土，植株放好

扶正，土填至接近盆沿时，轻微提提苗、颠颠盆，
让土充进根系空隙；土满八分盆，不要溢。 ”魏顶

峰戴着手套，认真为一大株多肉分株、换盆，“装
新盆前，要把老须根、烂根、枯根拉掉；如果用手

术刀，要用打火机烧烫消毒；有切口的，需涂抹

多菌灵等消毒杀菌。 ”他全神贯注，像在做一台

复杂的手术，“分株时一定要当心生长点和关节

点，如果砍破那多肉就碎了。 ”
温室有几十棵百岁级珍贵植物，年龄大、品

种好，需要特别关照。魏顶峰每天盯着观察记录

生长情况，仔细研究叶片靠近茎部的生长点，根
据状态和颜色判断生长质量，并适时调整环境、
水分和养护方法等。有时，为“治愈”植物的小毛

病，他还真要动一些小手术，刀切、杀菌、绑扎，
俨然一位植物医生。

每天一进园，魏顶峰便直奔温室，把植物查

看一遍，有时周末节假日也会跑去看看才放心。
“一般早上 7 点 15 分到，先看植物长势。 ”他把

变化记录在本子上，自己盯守或安排专人养护。
“天天观察，变化都看在眼里，有问题及时察觉、
调整处理， 从没遇到过集中性或不可控的病虫

害等状况。 ”
辰山植物园是植物资源收集、引种、保育的

重要基地。每年，园方都会有针对性地引进国内

外大量“新、奇、特”植物，作景观展示、科研培育

和科普教育等。这也给后期管养带来极大挑战。
国外的植物从下订单到过关、检验检疫后

运到园里，一般要 3 个月到半年时间。植物闷在

集装箱里，烂掉、死掉都很常见，一入园要第一

时间“抢救”，提高成活率。魏顶峰说：“植物经历

了原生环境、集装箱环境和新环境，一定要把控

好温度、湿度、通风、遮阴和养护方法，帮它们慢

慢适应。而且，为防腐烂，也怕带土带菌，引进植

物一般都是裸根，主根最长也就三四十厘米，种
植起来要特别当心。 ”

从“卖菜姑娘”
到党建带头人

赵宪珍———

赵宪珍， 嘉定区南翔镇流动党员
学堂党总支书记，也是一名创业者。先
后获全国先进个体工商户、 全国孝亲
敬老之星、上海市三八红旗手、嘉定区
优秀共产党员、 嘉定区十佳乡贤、“育
林工程”首批导师等荣誉。

从一个平平凡凡的农村卖菜姑娘， 到成功

的个体工商户，再到“两新”组织党建带头人，赵
宪珍实践着她的“追梦”人生。每一步，都走得扎

扎实实。
说起来，赵宪珍也算出身干部家庭，但因家

庭比较困难， 家住江桥的她中学时就开始帮母

亲卖菜。
上世纪 90 年代初，赵宪珍进了当地的服装

厂做工人。望着窗外江桥镇越来越繁荣的景象，
她暗忖 ：“我不能一直在这里做衣服 ， 也要创

业。 ”1994 年，她到南翔镇上开了家熟食店，开

始了自己“个体户”的生涯。
1996 年底，就在熟食店生意慢慢兴隆起来

时，遇上了集市拆迁，几年辛苦积累的钱只够她

在镇上一条比较偏僻的小路上开一家小饭店。
她又拿出了当年卖菜时的认真劲：“就不信好好

做会没有回头客。 ” 很快小店就做出了名气。
2004 年，全国选送优秀个体劳动者到中央党校

培训，区工商局推选赵宪珍去北京 ，在所有 96
个学员中，她是学历最低、生意最小的一名“个

体户”。
1998 年 12 月底，南翔镇党委成立了镇“流

动党员学堂”，为区域内的流动党员建立了组织

意义上的“新家”，开启了沪上属地化管理流动

党员的新模式。
很巧，“流动党员学堂” 最初就设在离赵宪

珍饭店不远的一家成人学校里。她本想去“看个

热闹”，见党员们在上课，就问“我能不能也来听

听”，人家告诉她“那你得先入党”。于是，她回去

就写了入党申请书，2001 年入党，成了“流动党

员学堂”的骨干积极分子。 2009 年 4 月，赵宪珍

被推选为南翔镇个体协会党支部书记， 开始与

个体户连接心灵，抓党建工作。
当年申请入党时，赵宪珍就思忖着要“干点

好事”，每逢端午节和重阳节，她专程去福利院

看望孤寡老人， 送上自己亲手包的粽子和重阳

糕；每到春节，还把老人们接到自己的饭店吃年

夜饭。这个“善缘”一结就是 19 年。“流动党员学

堂”党员们自发与 47 名贫困学子结对，还帮助

了 26 户特困家庭。 党总支还充分挖掘党员中的

各类能工巧匠，成立了党员便民利民服务队，定
期组织开展志愿者活动服务社区和群众。

2015 年，镇党委决定将“流动党员学堂”党

总支书记的“接力棒”交到赵宪珍手上。
成立已 20 年的“流动党员学堂”党总支共

有九个党支部，覆盖了经济城、工业园区、个体

协会、民工子弟学校等非公党组织领域。 260 名

支部成员中，既有菜场小贩，又有家庭主妇，还

有博士研究生。
看似没有交集的 一 群 人 犹 如 260 只 “风

筝”，散布在不同角落。为了牵住“风筝”线，赵宪

珍积极探索非公党建工作思路， 首先从骨干抓

起，聚集了一批有威信、有能力的老党员，再去

吸纳一批有朝气、有责任心的年轻党员，不断把

流动党员找回来、聚起来。
流动党员占用工作时间参加学习教育活动

不容易，她就一次次走访企业，争取企业主的理

解支持，为党员参加活动开“绿灯”；流动党员聚

在一起搞活动不方便，她就分类别、分阶段，开

展趣味运动会、戏曲沙龙、创业交流分享会等活

动，搭建相互沟通交流的平台。
赵宪珍全身心扑在学堂里，每周一至五，工

作时间坐镇学堂， 下班后才匆匆赶回饭店当她

的经理。党务工作这个“副业”成了“主业”，而经

营饭店这个原本的“主业”，则退居为了“副业”。

细心铁面安检
暖心周到服务

吴娜———

吴娜，党的十九大代表，上海机场
（集团）有限公司虹桥国际机场公司安
检护卫保障部旅检一科三分队分队
长。曾获上海机场集团十佳服务明星、
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

身姿挺拔飒爽、神情专注沉静、笑容甜美真

诚， 这是吴娜留给很多旅客的第一印象。 工作

11 年 ，她 “铁面 ”安检 ，“暖心 ”服务 ，严把城市

“空中大门”安全关，又时时处处为旅客着想，周
到服务，成为虹桥机场的一面“旗帜”。

吴娜做安检， 有种令人难以拒绝的 “仪式

感”———动作规范到位，“有板有眼”， 处处体现

用心细致。她检查证件，“一看一摸”半秒便能查

验证件真伪，核对信息快速高效；盖好章，她贴

心地折叠起登机牌，以免印章油墨弄脏旅客手

和衣物 ；她特别留意身份证中间数字 ，如果遇

上旅客生日，及时送上生日祝福和班组自制贺

卡……
最考验体力的是人身检查环节。 一个安检

员每天平均要重复 2000 多套弯腰、蹲下、站起

的动作，检查旅客千余人次。 检查前，吴娜都会

提示旅客，让大家愿意积极配合。这是她从工作

第一天起就坚持的“有声”服务法：多说一句，多
份提醒，多些沟通。她的工作牌背面夹着一张卡

片， 上面是各驻场航空公司和机场各部门的电

话，便于随时为旅客排忧解难。
“我从小有个航空梦，2007 年毕业做了安

检员很开心。 ”凭着一股韧劲，吴娜入职不到两

年便掌握了证件检查、行李前传预检、人身检查

等安检环节技能，并考取资质证书。 安检员上

班时间比赶早班机旅客要早 ， 下班比末班机

晚。 即使如此，吴娜还是利用休息时间自学英

语、 日语和心理学等， 梳理总结各国风俗、禁

忌，不断提高沟通和服务旅客的能力。
前不久， 虹桥机场获得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ATA）的“白金机场”认证，这是国际航空业界

对“便捷旅行”的最高级别认证。 “工作环境自动

化水平越来越高，航空出行人员越来越多，各方

面要求也越来越高， 我们的技能和工作方法也

要谋变，变得更好。 ”吴娜表示。
细心的旅客会发现， 虹桥机场安检通道最

近发生了一些变化： 原来容易拥堵的安检前传

滚床从原来的 2.5 米加长至 6 米， 便于旅客安

放物品；置物筐前移到安检通道前端，便于旅客

提早领取，而且容量也变大了；安检机过后的后

端开箱整理台也从 1.5 米延长至 3.5 米，开包检

查和旅客收拾行李都有足够空间。
这样一来 ， 旅客过检的效率至少提高 了

20%。 现在，虹桥 2 号航站楼的 47 条安检通道

中已有 16 条试点加长，今年底将全部开通长通

道。 此外， 安检处添置的精细分类多功能弃物

箱、 待检大厅和安检通道新树立的安检宣传栏

等，都是吴娜和同事细心观察、倾听旅客呼声、
讨论研究出的“金点子”。

“吴娜不仅把本职工作做到极致，还带领小

组和同事一起改善工作流程 、提高服务质量 。 ”
安 检 护 卫 保 障 部 旅 检 一 科 负 责 人 介 绍 ，2013
年 5 月 ，以吴娜名字命名的 “吴娜 ‘安捷组 ’劳

模创新工作室 ”揭牌 ；去年 ，虹 桥 机 场 T2 的 9
号安检通道被命名为 “吴娜通道 ”。

上海正在全力打响“四大品牌”，今年还要

全力保障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举行。 上海

机场集团已推出“旅客体验提升计划”，虹桥机

场也制定了相应的服务提升计划。 吴娜正和同

事们一起努力，彰显“上海服务”美誉度。 “进口

博览会将在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离虹桥机场很

近。作为航运服务窗口单位，每个机场人都责无

旁贷。 我们一定要以更规范的服务、更优流程、
更美环境，为旅客营造顺畅舒适的出行体验。 ”
吴娜说。

①刘绍旭（中）与同事在杨浦滨江。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②吴昕全力抢救患者。 本报记者 袁婧摄 ③魏顶峰在温室里浇水。 ④赵宪珍把党务工作做成了“主业”。 ⑤吴娜严谨工作把好安全关。 均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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