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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五点半， 天尚未完全放明，

身着蓝色工装的复旦大学园林养护工
杨四保就已经完成了校园的第一轮巡
检。 排水设施是否正常， 三色堇和报
春花有无受冻， 有没有树枝断裂， 这
些都是杨师傅关心的重点。 “今年留
校过年的同学特别多， 这些花花草草
可得养好。 校园美一点， 让留校过年
的同学心情更好！”

杨师傅从 17 岁开始就在复旦大
学养护绿化， 如今已是第 41 年， 今
年是他头一次留在校园过年， 而不是
回江苏常熟老家陪伴亲人。 尽管很想
念家乡的女儿和 9 岁的小外孙， 但是
他说： “每年 9 月我看着一些新鲜面
孔进校园， 每年 7 月又会送走一批学
生离开校园。 每天都有叫不出?字的
学生和我打招呼 。 他们留在学校过
年， 而我回家去， 既放心不下花草，

也放心不下这些学生。”

“和学生在一起，
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虽是寒假， 但这两天杨师傅和养
护组的工友比平日还忙。 刚过立春，

他们得抓紧时间为 500 棵树 “搬家”，

校园不断扩建， 这些树也长势喜人，

现在得把 “它们” 分别移植到更合适
的地方去。

当记者跟随杨师傅在校园里 “视
察” 这些花草树木时， 不时有学生走
过，会和杨师傅打个招呼。每次杨师傅
都开心地和他们招手， 他说：“我也叫
不出这些学生的?字， 但就是觉得亲
切。 在校园里，感觉自己都年轻了。 ”

在复旦，哪怕是人烟稀少的地方，

一年也至少要换四季花， 光华楼等一
些地方一年甚至要换八次花。 为了最
大程度装点美丽的校园， 杨师傅没少
花心思。每逢重要节点前，他总是抓住
认识的同学问一问，你们喜欢什么花，

哪里还有改进的地方。 “大学生见识
广，我们也要多学习才行呢！ ”

每学期学生体验后勤岗位， 杨师
傅都要带十多?学生学种花。 碰上学
生上门请教如何养护水培和多肉，他
来者不拒。杨师傅告诉记者，有时学生
放假回家盆栽无人料理， 还会把盆栽
“寄养”到他这里。

迎来送往几十载， 杨师傅感慨： “和学生们在一起，

他们开心， 我就开心。” 当得知今年不少学生留校时， 杨
师傅没有丝毫犹豫， 便决定和老伴留下。

守护复旦园里的花木 41 年， 杨师傅被学生称为 “护
花骑士”， 因为他熟悉校园里的每一棵树， 每一株草。

1980 年， 17 岁的杨师傅从常熟老家来到复旦做树木
养护， 这也是他的第一份工作。 他清楚地记得， 刚来复旦
的时候， 当时他只要负责数学楼前方的一小块草坪维护。

“那时候什么也不懂， 跟着师傅干活。 师傅不喜欢说话 ，

但是工作却踏实而精细， 我觉得师傅很尊重植物。” 杨师
傅说， “从栽苗到花开， 生命真的很神奇！”

如今， 校园里早已绿树成荫， 仅邯郸本部草木面积就
超过 550 亩， 一年四季鲜花不断， 每个季度竞相绽放的花
就有十多个品种。

2400名后勤员工留校，和学生一起过新年

距过年没几天了， 杨师傅比谁都关心天气情况 。 原
来， 去年末寒潮来势凶猛， 气温一日骤降 10 多摄氏度 ，

校园里近 3000 盆花和一些树木都被冻坏了。 杨师傅心疼
得一夜没睡着， 第二天赶紧带工友换盆栽。 从早上 9 点到
晚上 9 点， 30 个人腰都没直起来过， 24 小时换完了所有
的盆栽， 还紧急 “抢救” 了那些被冻坏的树。 “如果春节
要降温， 我们得提前准备， 要让同学过一个有鲜花的节
日。” 他说。

今年复旦大学约 4000 ?学生留校 ， 人数远超往年 。

和杨师傅一样， 学校有 2400 多?后勤员工留沪过年， 其
中很多人， 是因为放不下学生。

食堂面档员工刘翠平也是如此。 虽然今年她不回安徽
亳州老家过年， 但刘翠平并不觉得孤单。 来上海务工十
年， 刘翠平一直觉得上海是一个温暖的城市， 不仅气候比
家乡暖和， 更充满了人情味。 比如， 学生打饭时总跟她说
“谢谢 ”， 还会给她分享零食 ， 熨帖着她在外漂泊的心 。

“我想春节去外滩看看， 拍段抖音， 让家乡的亲人们也看
看大上海。” 提起外滩， 刘翠平开心地笑了。

杨师傅也不觉得孤单， 一来有共事 20 余载的工友兼
好友在身边， 二来今年老伴也陪在身边。 “大年初一在校
园里走一走， 看看我的花草， 和它们打打招呼， 向同学们
道一声新年好， 蛮好。”

凌晨时分，上海松江南站的轨道上一片漆黑，远

处的高速路灯和轨道上不时地晃动的几束亮光投射

在锃亮的轨道上。 老家黑龙江的马立东（右）熟练地

用榔头敲打着一处处铁轨， 一旁的老乡付家则对着

探伤仪找出铁轨的伤痕。两位 96 年的“大兄弟”自大

学起就是同学，来沪工作后住同一宿舍，同处一个班

组，互帮互助亲如兄弟。今年他们都不约而同选择响

应号召，留在上海过年。 春运期间的每个晚上，上海

高铁钢轨探伤组都会为铁轨做“B ?”，进行铁路安

全检查和铁轨舒适度的保养维修。

本报记者 陈龙摄影报道 制图：冯晓瑜

扎紧安全篱笆，让春节“网购”舒心又安心
上海公安部门发布防骗预警、走访社区企业，切实维护春节期间网络空间安全———

对于许多留沪过年的人来说 ，“吃住行消
乐” 基本都能在网上解决———采购年货靠电商
网站，休闲娱乐靠视频直播，就连吃饭也要多多
仰仗外卖平台。

上网时间显著增长，安全问题随之而来。若
是进了犯罪分子的套路，轻则泄露个人信息，重
则损失金钱财产。对此，上海公安机关早早行动
起来，及时发布防骗预警，走访居民社区和各大
企业，切实维护春节期间的网络空间安全。

牢记“三不一多”，守好钱袋子

“去年底，上海一家企业被骗400?元，然而

警方只用半小时就追回了全部资金， 因为报案
人及时准确提供了收款账?等关键信息， 大大
提高了止付成功率。”市公安局近日召开新闻发
布会， 民警以一个个生动事例介绍了一旦遭遇
电信网络诈骗后的正确做法。

同时，市公安局反诈中心在新闻发布会上提
醒，春节期间，网络购物、冒充客服、兼职刷单、冒
充熟人领导、网络交友、车票退改签等类型诈骗
和“裸聊”敲诈犯罪可能多发，市民群众要提高防
范意识，时刻牢记“三不一多”原则———做到未知
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

转账汇款多核实，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市公安局新闻发言人庄莉强表示， 春节期
间，社区民警将坚持上门入户，提示市民防范各
类易发的诈骗手法；同时，依托智慧公安赋能，

精准劝阻可能接到诈骗电话的市民。

一旦发现被骗，受害人要快速、准确记录犯
罪嫌疑人的聊天工具账?， 对方提供的收款银
行卡?、支付宝等信息，并立即拨打110报警。据
介绍，提供上述信息，能提高止付被骗的及时性
和成功率，报案后以便警方开展后续工作。

网安“警务室”守护虚拟空间安全

“和市民群众自身的上网安全相比，互联网
企业自身的安全是完全不同的命题。”市公安局
网安总队研导科民警陈川连日来走访了多家互
联网企业，为他们送上网络安全“定心丸”。

不久前恰逢本市中小学开始放寒假， 教育
类App进入使用高峰期。某教育类App主动向网
安总队民警求助， 原来有家长气愤地投诉称：

“App上怎么有老师组建群聊，鼓动小孩子们一起
玩游戏？！”

陈川认为事有蹊跷， 仔细一查竟发现了一个
令人哭笑不得的结局。警方查到老师账?，发现确
有其人，然而注册者却不是老师本人，而是被熟悉
老师基本信息的一?学生冒用。 该学生在App注
册老师账?，再拉拢同学一起玩游戏，直到被家长
们发现。“我们最终约谈了这家企业， 对这起事件
暴露出的问题给出整改建议； 另外作为一个教育
平台，它并不需要社交功能，其实是企业自身造成
了管理漏洞， 因此拉群聊的功能也在我们建议下
取消了。”陈川说。

春节期间，为了给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许多
音视频网站、 直播软件等娱乐休闲类App都酝酿
着上线新功能。

网安总队民警苗婕说：“这类新兴企业负责创

意创新，而作为监管者，网警会以专业知识为企业
安全守法保驾护航。”由网安总队牵头建立的网安
“警务室”，正在这个春节档发挥着巨大作用。某互
联网企业试水音频直播时， 考虑到音频和视频的
不同， 想做一些交互性的游戏留住用户，“能不能
做直播间的抽奖？”产品经理献上一计。

企业安全负责人拿不定主意， 将测试版本发
给与企业对接的网安总队民警求助。“警方理解我
们的用意，但是他们提出此类涉及金钱的游戏，极
易被不法分子用于从事赌博等违法行为。 非常感
谢警方的提醒， 最终我们将这个功能下架了。”该
负责人说。

这个春节， 虚拟空间与人们现实生活交织在
一起———网线那头亲人的笑脸、 直送上门的年夜
饭、 早想追看的热门剧……健康祥和过年气氛的
背后，始终有上海警方在守护着网络空间安全。

一张照片定格“青春爱岗”最美奋斗身影
前天上午 ， 美团江苏路站点的外卖小

哥郑海涛接到 “第一单 ” 工作———给自己
拍一张工作照 。 他跨坐在电动自行车上 ，

略有些紧张。 这位 90 后今年响应?召留沪
过年 ， 春节期间将继续穿梭在城市的每个
角落。 “一张照片记录着我的春节故事 ，

有留沪过年的喜庆 ， 还有奋斗在路上的
满满自豪”。

“青春温暖大城有爱———上海共青
团关心关爱春节留沪青少年集中行动 ”

正在全面展开 。 作为系列活动之一的
“青春爱岗 ” 行动 ， 这两天分别走进工
地 、 外卖站点 ， 给留沪的青年人送春
联、 拍照片。 在送去温暖与祝福的同时，

也为他们定格奋斗的青春身影。

一副春联为春节“加料”，
让年味更浓更舒心

“好运迎来四季福， 新春送到八方财”，

37 岁的靳晓锋挑选了这样一副春联， 希望

给春节 “加点料”。

这两天， 位于北外滩的一个在建重大工
程工地现场支起一张桌子， 架起了反光伞。

由青年文联的书法家和一些青年摄影师组成
的志愿者队伍， 为务工青年送去春联， 并拍
摄个人写真。

为响应?召， 工地上许多工人选择留沪
过年， 靳晓锋便是其中之一， 这也是她第一
次没和父母一起过春节。 最近几天， 她天天
都和父母视频通话聊家常， 一下子没了距离
感 。 为准备就地过年 ， 靳晓锋早早定好计
划———买了一条羊腿， 准备吃着火锅、 看着
春晚守岁， 她还打算在春节假期带着孩子一
起逛公园、 看电影。

与靳晓锋一样， 90 后邵泽军也选择留
在上海过年， 这些天正筹划着过一个健康祥
和春节的节目 “菜单”。 他拿起一副青年书
法家写好的春联， 贴在了宿舍大门上。 “过
年贴春联是传统习俗， 一下子就有了浓浓的
年味”。

工地相关负责人介绍 ， 这些暖心服
务旨在关心外来务工人员 ， 提升归属感 、

获得感 、幸福感 ，让上海成为他们的第二
个 “家 ”。

一张照片定格淳朴笑容，
传达着对远方的思念

“媳妇，这是我刚拍的照片，怎么样？ ”接
过刚印好的照片， 工友周裕生马上给在南通
老家的妻子打了一个视频电话。上一次拿到，

还要追溯到多年前办证件的时候。 周裕生小
心地捏着照片边缘，避免弄脏照片，想着下次
要把照片一并带回家。

工地隔着黄浦江， 正对着灯光璀璨的陆
家嘴。每天晚上，周裕生都会忍不住对着美景
拍几张照，转发给妻子。异地的小两口有个小
习惯：丈夫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就发照片，妻子
则每天当“天气预报员”，提醒丈夫添衣带伞。

在现场帮留沪青年拍照的志愿者们也深
有感触，以前来拍照的顾客，一般都化好妆、

打扮得整洁精致，“而这次的拍照对象都是留
沪过年的建筑工人、快递小哥，他们风尘仆仆
地来，脸上带着淳朴的笑容，让人一下子就感
受到他们对远方家人的思念”。

据悉， “青春爱岗” 走访慰问活动将持
续至正月初七 ， 将走访全市近 40 个地方 ，

覆盖 2.9 ?余?留沪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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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直接拎包入住，就在这儿过年了”
改善环卫职工居住条件，徐汇区上线全市首个“环卫之家”———

“新年新气象，图个好彩头！”33岁的环卫
职工韩丽娟最近正忙着拾掇新家， 还插上了
百合和银柳。上海首个为环卫工人设计、新建
并定向供应的租赁住房， 不久前迎来首批46

?“城市美容师”入住，韩丽娟就是其中一位。

该地块位于石龙支路27?，占地11428平
方米，原为光明集团下属企业中转处 ，而后
闲置 。为解决一线职工租房难 、居住环境差
等困难 ，由徐汇区房管局牵头 ，徐汇区规划
自然资源局与徐汇区绿化市容局联合提出
申请，盘活地块，于去年10月建成“徐汇区环
卫职工之家 ”租赁住房 。今年1月底 ，环卫之
家布局安排基本完成， 来自徐汇区日旭、日
盛、 日华3家环卫企业的首批环卫职工家庭
顺利乔迁新居。

公寓运营方负责人李前锋介绍， 整栋楼
共三层200套（间），已与徐汇区三家环卫公司
签订整体租赁协议， 提供给环卫职工作为宿
舍。每间房均配有简易家具，设有干湿分离的
卫生间，套均面积将近30平方米。对于入住的
环卫工人来说，在扣除公司补贴后，每间每月
需自付800元租金。

“我们直接拎包入住，今年就在这儿过年

了！”韩丽娟说，这里厨卫齐全，既有床、桌椅，

也配有空调、抽油烟机等常用家电。考虑到她
和爱人都是环卫职工， 公寓运营方特意安排
了大床房，这样一来大大减轻了他们的负担、

改善了居住环境。

更让她看重的是“高性价比”和“高稳定
性”。来上海工作了十年，韩丽娟前前后后搬
了四次家，少不了折腾。“以前自己租房，月租
金就占了近一半工资，还没有独立厨卫。如今
这套房只要自付800元， 居住条件也是没得
说！”而且，韩丽娟从这里出发，骑电动自行车
去龙腾大道上班，只需要十多分钟。

记者走访看到， 租赁住房底层大厅还有
一个敞亮的公共活动区域， 配备了超大屏幕
电视机。 不时有休假的环卫职工坐在沙发上
聊天、阅读、看电视。每个楼层的走廊上都布
置着公司的形象展示宣传栏， 每位职工都可
以从中找到自己的身影。

不仅公寓建设高标准， 运营管理也是毫
不松懈。李前锋介绍，除安保人员24小时值守
外，公寓还严格落实各项疫情防控措施：租客
保证至少每天测体温一次； 详细统计所有入
住人员的信息，包括户籍地址、回乡地址等；

确保公共区域每2小时消毒一次，地面楼梯等
每天消毒。

▲公寓采

光充沛， 室内

环境温馨。

荨公寓外

景。

本报见习记者
王宛艺摄

周裕生小心地捏着照片边缘，

避免弄脏照片。 （团市委供图）

制图：冯晓瑜

“探伤组兄弟”为铁轨做“B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