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黄静 浦东报道

昨天，区总工会在张江镇举行“2015
年浦东新区外来建设者新春团拜会”，来

自全区各条战线、因工作需要不能回乡过

年的600余名重大工程外来建设者代表吃

上了一顿热腾腾的团圆饭，还拿到了一份

沉甸甸的“大礼包”。

“三个一点”帮困送温暖

浦东工会为职工们准备的春节“大礼

包”还有很多。由区级财政近 400万元资

金“撬动”，通过“区总工会资助一点，二级

工会补助一点，基层工会自助一点”的模

式，共筹集 3300万余元资金，给困难职工

送上慰问金，给留守职工送上一顿年夜

饭，为外来职工包车返乡……浦东工会通

过“三个一点”模式，让帮困送温暖的“蓄

水池”越做越大，越做越持久。

位于合庆镇向阳村的上海汇阳实业有

限公司早在两个月前就预定了几十辆大

巴。这家制造业企业，职工共有3500多名，

外来职工占约70%，分别来自安徽、江苏、浙

江、云南、贵州、四川等地。“每年，我们都会

安排包车帮助职工返乡，这项实事已坚持了

9年。”向阳村工会联合会主席朱爱军介绍，

随着外来职工人数不断增加，包车数量已从

四五辆增至二三十辆。据介绍，在本月6日
至16日期间，新区各二级工会计划开行农民

工返乡专车180辆，受益农民工达8800人。

而在川沙新镇，早在去年 11月，从镇

总工会、12个工会联合会到90多家企业工

会，三级工会组织已经进入到了“四季送”

服务之“冬送温暖”阶段。“今年，在区总工

会下拨帮困资金的基础上，我们镇总工会

也拿出资金，‘撬动’二级工会、企业工会

出钱出力帮助职工。”川沙新镇总工会常

务副主席朱惠琴介绍，从年初预算时，帮

困送温暖资金就已经纳入其中，资金总额

约 180万元。她告诉记者，川沙新镇帮困

送温暖活动已经从元旦、春节扩大到了全

年，帮助的领域涉及就业、医疗、子女就

学、法律援助等方面，帮助对象包括劳模、

困难职工、外来建设者等。

农民工成重点关注对象

如今，浦东工会帮困送温暖已经显现

出“多方筹资、辐射带动”的效应。据统

计，今年结合元旦、春节，全区工会系统共

筹集帮困送温暖资金3300多万元，其中区

级财政资金近 400万元，而各级工会在两

节期间将投入资金2400多万元，为活动开

展提供了有力保障。同时，扩充资金来源

渠道，对困难、重病劳模计划投入帮扶资

金73.59万元；职工互助保障重大病帮困计

划投入22万元等。

值得注意的是，浦东工会帮困送温暖

“聚焦”最需要的群体——农民工，包括：

针对招用农民工较多的企业，深入建筑施

工、加工制造、餐饮服务及其它中小型劳

动密集型工作现场，开展农民工工资支

付、清欠情况专项检查，保障农民工节前

拿到工资；针对节日期间留沪生活农民

工，采用“1个主会场+7个分会场”的形式

举办新春团拜会，赠送年货、赠送电话卡、

组织文艺联欢演出；针对返乡返岗农民

工，开展“农民工平安返乡返岗”活动，开

展免费网络订票服务、返乡包车补贴、订

购团体火车票等，帮助农民工平安有序回

乡返岗；针对坚持生产的农民工，开展主

题法律援助宣讲活动，以流动舞台“大篷

车”形式，以“关注劳动生产安全”为专题，

进企业、进工地，宣传、普及与职工利益切

身相关的法律法规知识，并主动走进环卫

公司、公交车站、物业公司等与社会经济、

民生生活息息相关的工地和作业点，走访

慰问农民工2000余人。

据悉，2015 年元旦春节期间，浦东工

会还计划落实政策帮困近 1400名，为近 3
万名困难职工提供节日生活帮困，为 5500
名大病重病职工提供救助，为1800多名困

难职工子女提供助学救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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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食物不利睡眠
有些食物可以帮助你尽快入睡，但

是有些食物也能偷走你的睡眠。

1、丰盛晚餐、高脂肪的食物。
会延长其在胃内的消化时间，导致

夜里无法安然入睡。晚餐应吃得少一

点、清淡一点，最好选择一些低脂肪但含

有蛋白质的食物，如鱼类、鸡肉或是瘦

肉。

2、含咖啡因的饮料或食物。
咖啡因会刺激神经系统，使心跳加

快、血压上升。一些对咖啡因敏感的人，

即使在下午喝杯热可可，也足以使其在

午夜时分辗转难眠。此外，咖啡因的利

尿作用也会使你频频起夜，影响睡眠质

量。

3、喝酒。
睡前小酌一杯，可能会在清晨二三

点醒来，之后便再也无法入睡。酒精最

初确实具有一定的镇静作用，但过几个

小时后，镇静作用就会渐渐消失，转而出

现令人兴奋的作用。

4、产气的食物。
这种食物使肠胃内胀满了气，感

觉不舒服，睡不着。所以晚餐要少吃

产气的食物，包括：豆类、洋葱、马铃

薯、玉米、香蕉及添加山梨糖醇的饮料

等。

在北蔡镇三八河路东侧近新陈路周

边，与罗山路主干道仅一片林带之隔，是

经过 10多年“壮大”起来的违法建筑“一

条街”——这里从最初的临时集市，逐渐

发展成为 2000 平方米的外来人员集聚

区。从去年 12 月开始，北蔡镇成立专项

整治工作小组，于 2 月 2 日终于成功拔

点，消除了安全隐患，根治了环境脏乱的

顽疾。

整治当天，记者在三八河路新陈路看

到，沿着三八河路，是长约百米的违法建

筑“一条街”。该处紧邻罗山路内环线，磁

浮列车每隔十多分钟呼啸而过，违建上方

就是 1 万伏的高压走廊以及凌乱的电

线。现场，建筑内的人员已经清退，然而

地上垃圾随处可见，一旁的绿化带内仍可

见放养鸡鸭的痕迹。

北蔡镇党委副书记施学军告诉记

者，三八河路新陈路口是原北蔡镇潘姚

村的交通要道，上世纪九十年代，村委会

为解决部分村民的就业，向镇土地所等

部门申请批准并颁发了临时土地使用

证，同意 12 名村民在三八河路东侧的西

刘生产队土地上搭建临时房屋，让村民

开设个体经营店。

2003年起，张江高科技园区“国家信

息安全”、新希望二期等项目相继开发，

征用潘姚村 10个生产队土地，三八河路

新陈路口区域属带征土地性质已动迁补

偿，由于没有规划使用，因而搭建的临时

房屋至今尚未拆除。

由于潘姚村大部分区域动迁后，个

体经营店生意惨淡无法经营，于是村民

们将80间应拆未拆的临时搭建房屋出租

给外来人员住宿，居住着 153 名外来人

员，存在严重的住宿、生产经营、仓储混

合“三合一”现象。“我们调查发现，这里

有地下盒饭加工、销售活禽、售卖药品等

情况，治安、环境等问题突出，因此必须

坚决取缔。”北蔡镇“三违”整治办负责人

介绍道，而更加迫在眉睫的是，该区域处

于杨杨高压线、罗山路干道和磁浮线之

间，一旦发生火灾等安全事故，将造成较

大的经济损失和社会影响。

为此，北蔡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此

处存量违法建筑整治工作，成立了由分管

城管副镇长赵永红为组长，“三违”整治

办、城管、综治、公安、网格、规建、信访、安

监、市场监督管理所等部门负责人参加的

专项整治工作小组，多次召开专项整治专

题会议，研究落实专项的工作措施，明确

各职能部门的工作分工，落实责任，有序

推进三八河路东侧区域存量违法建筑专

项整治工作。

从去年 12 月中旬开始，北蔡城管中

队、北蔡派出所、潘姚工作站等部门组织

人员对三八河路东侧区域存量违法建筑

和居住的外来人员情况进行调查摸底，登

记造册，建立该区域违法建筑和外来人员

信息表，为专项整治工作做好准备。

在此基础上，北蔡镇对三八河路东侧

区域房屋所有人和居住的外来人员，逐户

发放《宣传告知书》，要求居住的外来人员

在 2015 年 1 月 31 日之前，搬离违法建筑

内的物品，撤离所有住宿人员。潘姚工作

站、第一网格等部门组织人员积极做好

12名房屋所有人和外来居住人员思想工

作，向他们宣传相关政策，化解矛盾，规劝

其按期搬离。同时，社区民警、城管队员、

联防队员每两天对该区域进行巡查，随时

了解和掌握外来人员搬离动态，督促外来

人员及时搬离违建。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为保证专项整

治任务的顺利实施，北蔡镇“三违”整治办

制订了周密的三八河路东侧区域存量违

法建筑拆除方案。1月28日下午，召开了

由镇“三违”整治办、城建、城管、综治、信

访、规建、安监、市场监督管理所等部门负

责人参加的专项整治协调会，进一步落实

专项整治工作，组织安排参加整治人员和

机械设备，明确行动方案和分工。

2月2日下午，随着隆隆的挖掘机声，

违建“一条街”终于应声倒下。据了解，该

区域存量违建拆除后，将填土复垦，镇规

建办对该区域进行规划，种植绿化，美化

周边市容环境。

（本报记者 黄静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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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受中国联合网

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委托开展新跨太平

洋（NCP）国际海底光缆工程上海南汇

（S3）段环境影响评价，现根据《国家海洋

局关于加强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

评价公示工作的通知》，向公众进行第二

次公示。现阶段成果及意见反馈相关联

系方式已在上海勘测设计研究院（www.
sidri.com）和中国海底电缆建设有限公司

网站（www.cscc.com.cn）公告栏进行公

示，公众可通过网站查询报告书第二次

信息发布文本，并在登报之日起七个工

作日内提出关于工程环境保护方面的意

见和建议。

环境影响评价信息

■见习记者 徐阳 通讯员 鲍顺福

1月 30日下午，在祝桥镇江镇社区

文化活动中心举行了一场“特殊”的沪剧

演唱会，演员阵容由原施湾文艺工厂演

出队的50多名老队员组成，时隔30年后

老队友们重聚首，为当地老百姓献上了

一台沪剧专场演出。

全体女演员的沪剧小组唱《芦荡火

种》选段“办喜事”拉开了“回眸三十年 今

日重相聚”沪剧专场演出的序幕，本场演

出清一色沪剧对唱、清唱、折子戏，精彩演

出赢得了在场沪剧迷们的阵阵掌声。

祝桥文化活动中心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上海郊区出现了

很多文艺工厂，原施湾文艺工厂就是其

中之一。文艺工厂的演员们一边工作一

边进行文艺的创作、排练、演出，为当时

社会文艺事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

作用。如今，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不再演

出，却依然积极关注文化事业发展。

老演员之一的朱火珍回忆，当时办

厂条件很差，演出团队由二十多岁的小

伙子、大姑娘们组成。年轻人积极组织

供销力量，想方设法自找门路，做到以工

养艺，以工促艺，同时开展文艺大生产活

动：女队员绞羊毛衫、烫尼龙袋，男队员

做日光灯油漆加工，吹塑、制塑工作，千

方百计增加文艺厂的经济来源，为排演

大型剧目，增添各类道具、灯光、音响设

备作经济储备。

据了解，原施湾文艺工厂排演的第

一个大型沪剧是《雷雨》，于1979年在当

地登台演出，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

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又接着排演了

全场沪剧《大雷雨》、《欺嫂失妻》以及浦

东说书、独角戏、说唱、表演唱等节目，在

全乡进行巡回演出，并到川沙、南汇、奉

贤等县进行交流演出。

据当时文艺工厂的财务回忆，文艺

工厂从1979年到1983年的五年里，完成

产值39万元，用于文艺排练演出的费用

5.6万多元，五年里他们共演出了 745场

次，观众达到近40余万人。后来随着文

艺工厂的淡出，大部分队员分散到各行

各业，只有一小部分人仍然活跃在文艺

舞台上。

老演员之一的孙曙林表示，经过 30
年，队友们分散到了陕西、江苏等地。为

了这次演出，队友们尽心尽力，如朱火珍

放弃了业余时间，筹划活动事项；在常州

沪剧团的孙曙林，放弃了出差赶来上海；

队员施卫华退掉了去加拿大的飞机票，前

来参加活动……

筹集3300多万元资金 让工会关爱惠及广大职工

浦东：帮困送温暖做大“蓄水池”
30年后重登台 老演员唱响沪剧
原施湾文艺工厂演出队举办沪剧专场演出

北蔡镇拆除长约百米的违法建筑“一条街”。

重大工程外来建设者代表喜获新春大礼包。 □本报记者 徐网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