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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脉搏

1992年出生的周静佳从警刚满
半年，说起从警初衷，她用一个“帅”
字总结。受十年前大热的港剧《陀枪
师姐》影响，从小她就在心中埋下了
做警察的愿望，希望可以像剧中的女
警一样英姿飒爽。如愿考取警校
后，她被分配到了交通管理专业，这
也意味着毕业之后她很有可能会被
分配做交警。对于这样的安排，抱着

“干一行爱一行”的心态，周静佳欣然
接受，而在其父母眼中，这也是一份
稳定的工作。于是，今年4月从警校
毕业后，她前往浦东交警支队一大
队东方明珠中队报到，正式戴上了
白色警帽。

去年“交通大整治”刚启动时，周

静佳曾作为警校学员支援过一线，之
后也陆续参加过实习，但在她看来，
实习时总有师姐师兄“罩着”，工作强
度相对不大。而自己正式入职后，尽
管前辈们仍会关照，但真正独当一面
时，她还是经历了一段“阵痛期”。

“最不适应的要属高温和尾气。”
每天在车流中穿梭让周静佳饱受汽
车尾气的“熏陶”。她戏称，自己是
马路的吸尘器，半年工作下来，有时
候还会感到头痛。“但是终究站马路
是我的职责，自己分内的工作总归
要完成。”

今年夏天，申城最高气温一度
飙升至 40.9℃，周静佳每天早高峰
至少要在路口巡逻3小时。“读书的

时候自己老想着夏天要出去玩，结
果真的到了大热天都待在空调间
里。现在是高温天只能坚持每天出
去晒太阳。”为了应对高温天，她跟
师姐们取经，在长袖警服内垫一件
短袖T恤吸汗，以免执法时前胸贴后
背影响警容，但这样更不透风，每次
执勤下来，里外两件衣服上都结满
了盐晶。

周静佳坦言，上岗之后自己每天
都在“被动”运动，高温天站马路有时
甚至没怎么挪就已经大汗淋漓，更不
用说每天巡逻必走的两万步。“我的
朋友们倒是挺高兴的，支付宝上总是
能在我这儿偷到能量。”谈起执勤的
最大“收获”，她这样打趣道。

入职刚满半年90后女交警迎首个在岗国庆长假

忍受高温和尾气 牺牲颜值保畅通

周静佳在马路上执勤。 青年报记者 张瑞麒 摄

国庆长假期间，路过世纪大道浦东南路路口的行人，总能看到一顶白色警帽在车流中来回晃动。这位
来自浦东交警支队一大队东方明珠中队的90后民警周静佳，每日沿着路口四个角来回巡逻，双目紧盯途
经的驾驶员和行人。对于这名新人女警来说，今年是她第一次在岗位上度过的国庆假期，对于这样的安
排，她戏称：“公安工作总是瞬息万变，但既然穿上了这身制服，就要肩负起这份责任。” 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面积仅1.7平方公里的小陆家
嘴，是陆家嘴金融贸易区核心区域。
周静佳所在的世纪大道浦东南路路
口周边商业楼密集，车流量大，管理
难度不小。然而多年以来，能保持路
口秩序井然的同时，实现民警有责投
诉零记录，包括周静佳在内的交警警
花们功不可没。

为了工作，周静佳首先不得不在
“颜值”上做出“牺牲”。虽然平时虽
不太化妆，但她对皮肤保养还是很上
心。无奈一个夏天下来，无论用哪款
防晒霜，都没法阻挡她变黑的步伐。

“毕业之前我还是比较白的，上次同
学会大家聚在一起，好多同学就问我
怎么变得那么黑，说我在读书时能看
得出来是晒黑的，现在感觉天生就这
么黑了。”周静佳自曝，有一段时间她
逢人就问自己真的变黑了吗，结果得
到的回答都是肯定的。

“牺牲”了“颜值”，换来的是道路

的畅通和市民的认可。一次在路口
执勤，眼看前方路口拥堵，她果断截
流，防止路口出现车辆“拖尾巴”现
象。绿灯再次亮起后，她瞥见一名从
她身边驶过的驾驶员对她竖起了大
拇指。“当时特别开心，感觉自己的付
出被老百姓认可了。”

周静佳认为，女交警天生的亲和
力是执法时的一大优势，多数违法者
见到女交警执法，都不太会发生冲
突。但她同时表示，女交警由于身形
较小，无法在气势上和高大的男交警
相比，违法者初见女警很难受到震
慑。据她回忆，这半年来偶尔也会碰
到不配合的违法者，非机动车尤其难
管。“很多非机动车驾驶员遇红灯习
惯超停车线，我们就会对其进行处
罚，我就看到过有驾驶员违法之后把
罚款一扔，然后嘴里大喊‘拿去拿
去’。”另一次，她要求一名身形高大
的违法驾驶员下车，对方直接甩了一

句“怎么下来”，之后更是出言辱骂。
起初，周静佳也产生过“怎么会

有这种人”的困惑，“既然你做了违法
的事情，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她说，
交警通常是单兵作战，很多时候即便
被骂了也不能还口，“你要记住自己穿
了这身制服，就代表了整个队伍。”

今年是周静佳第一次参与国庆
值班，期间要上5天的班，其余时间
还要待命支援安保任务。她坦言，刚
听到的时候仍感觉有点夸张，但自己
很快调整心态，“拥抱”了属于自己的

“国庆长假”。“公安工作永远瞬息万
变，你永远不知道会有什么任务，我
能做的就是永远不要把生活安排得
太满。”

谈起今后的打算，周静佳强调自
己还在学习阶段，正不断摸索工作方
式。太亲切不行，太凶又效果不好，

“我有点话痨，劝别人的时候嘴巴停
不下来，可能以后会尝试少说点话。”

日行两万步 甘做“马路吸尘器”

获认可最开心 曾被司机竖大拇指

市民用上海话
朗诵古诗庆双节

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吟诗诵词
并不稀奇，稀奇的是老中青少用上海
方言朗诵诗词。由上海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中心主办的《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的古诗词朗读会昨
天在市群众文艺馆举行。此次所有的
诗词都是用上海方言朗读的，最小的
朗诵者年仅6岁。

“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
纷纷。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
识君。”吴陈飞扬小朋友念的诗是唐代
高适的《别董大》。吴同学的妈妈陈小
姐告诉记者，家里有说上海话的习惯，
这也是孩子从小的兴趣爱好。

12岁的王子游小朋友朗诵的是
苏轼的《中秋》。整首词有点长，但王
子游朗诵得头头是道。一旁的父亲
王先生介绍说，平时家里常用的方言
就是上海话，儿子耳濡目染，上海话
说得很溜。此次他选了一首和中秋
有关的词，在家里练了一个多星期。

承办此次活动的上海大学文学
院教授丁迪蒙认为：方言中蕴含着的
浓厚的地域特色是应该被保护的，说
普通话和说上海话并不矛盾。这次公
益活动，选取中秋及秋天的景色、心境
和诗意有关的作品，以市民用上海方
言和普通话诵读，专家点评、指正的互
动方式，进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
活动，帮助市民和青少年对古诗词的
语音形成基本的了解。

她还介绍说，这次活动共有38
个个人和团体参加。其中中小学生
有13个，最小的孩子六岁。成人中
年龄最大的超过了70岁。

临港黄金周6天
迎41万名游客

本报讯 记者 郭颖 临港，可以
说是上海最远的景点。黄金周即将
进入尾声，青年报记者昨天从临港管
委会获悉，根据统计，黄金周6天以
来，临港迎来了 41 万名市民游客。
吸引市民游客大老远前来临港的，不
光是吃和玩，更有书和画这些“精神
食粮”。

昨天下午，青年报记者来到临港
时，意外发现临港最火的地方不是滴
水湖地铁站边的美食节，而是书展。
今年黄金周，临港“引进”了钟书阁，
举办了“钟情临港·最美书阁”——
2017 上海临港书展。“黄金周第一
天，我们就卖掉了300多本书，目前
总共已售书近千册。每天下午5点，
我们即将关门时，还是有不少读者在
看书，需要我们提醒后方才离开。”书
展负责人杨曦帆告诉青年报记者，这
次与钟书阁的合作只是试水，没想到
爱看书的人这么多，大大超出了预
期，以后计划将书展做成长期项目。

此外，今年十一黄金周期间，临
港主城区的二环带城市公园成为环
滴水湖休闲撒欢的又一好去处。此
次率先开放的“春花秋色”滨水活力
区总面积 22 公顷，主题为“芷岸汀
兰”，布局了1.1万平方米大草坪、房
车露营区、儿童活动区、瞭望塔等，将
露营、儿童活动等活动功能结合湿地
体验融入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