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女子体操在亚运会上摘金

女子团体项目的同时， 有关对夺冠

成员、 上海杨浦小囡章瑾的关注也

再度升温。 生活中的章瑾究竟给人

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她又是如何

走上体操之路的呢？

“乖乖牌”也爱冷吐槽

带病出战留下小遗憾

不少人都说， 章瑾从小便有三

个“特”：特乖、特安静、特刻苦。 但

不经意间，住在她心里的那个“冷

面吐槽君”还是会偶尔上线。 比如，

这回随队出征亚运会， 章瑾把常用

物品之一的电暖宝打包在了行李

里，当初有队友觉得她多此一举，结

果事实证明， 这个决定英明无比。

“我们都是在室内场馆比赛啊，这

和办赛地处于热带还是寒带没多大

关系吧。 ”各体操队进入雅加达国

际会展中心适应场地的第一天，那

儿的空调就给大家来了个下马威，

大部分运动员都在喊冷。

“那时候我就想， 电暖宝真是

带对了，应该多带几个才是，这样就

能给大家分着用了。 ”后来，还是稍

晚从北京出发的中国高尔夫球队给

体操队的姑娘们捎带来了御寒物

资———长款羽绒服，这才解了急。而

场馆工作人员在得到反馈后， 也调

整了空调送冷的强度， 以便让大家

安心比赛。

不过，即便做了一定的准备，在

参加亚运会体操女子团体决赛的前

夕， 章瑾还是中招了———可能是由

于水土不服，她发烧了，体温一度升

到了 38.5 摄氏度， 还有点拉肚子。

一开始， 章瑾对自己的身体状况还

有点蒙， 直到发觉连走路去亚运村

餐厅都成了一项“体能考验”后，才

被队医催着量了体温。

“赛前发烧对运动员的影响是

很大的， 后来出于团队整体以及她

个人安全的考虑， 队里其实是让她

减项了。尽管有些小遗憾，但这是最

好的做法。 ”2013 年 12 月，由于工

作需要， 张海燕教练从上海体操一

线队被借调到国家队。 当时她可以

从上海队带一名队员同去北京———

章瑾便是她的选择。一路走来，如今

这对师徒已经在国家队内奋斗了五

年，成了最亲近的“家人”。 周三那

晚， 当大伙儿都在为中国体操赢得

亚运会女子团体“十二连冠”欢庆

时，张海燕却知道，章瑾的泪水里不

仅有对实现个人亚运会首金的激

动， 也有因病未能在赛场上尽数发

挥的遗憾。

杨浦小囡“跳级生”

全家出力赢得机会

章瑾和体操的缘起， 得从她的

幼儿园时期说起。某日，当她和其他

小朋友排排坐看《哈利·波特》时，

幼儿园里来了位陌生人———原来是

杨浦区少体校的殷华教练去挑苗子

了。结果这么一选，在殷教练记忆里

“下肢力量尤其出众” 的章瑾便被

相中了，然后和她爸妈再一商量，这

事儿便成了。

2008 年 9 月，章瑾由杨浦区少

体校进入到市体操队， 成为了市二

线队中的一员。 正是在她进入市队

的头几年里， 执教市一线队的张海

燕教练渐渐记住了这个小姑娘，以

及她那愿意为女儿全力护航的父

母。

“对练体操或者其他项目的年

轻队员来说， 家长的支持还是挺关

键的。我记得有一次章瑾骨折了，那

会儿正是上海的大热天，39 摄氏度

高温，她爸爸照样每个周末接送，一

直没有不耐心或者想要放弃。 就是

这件事情吧，给我留下了印象。 ”正

是凭着这个印象分，2013 年 12 月，

还没在市一线队练过一天的章瑾被

张海燕教练点名挑中， 带去了国家

队报到。

从市二线队直升进入国家队，

章瑾的这段上升轨迹可能令不少人

羡慕。 但其实，想要完成这番“跳

级”却不容易。 拼天赋，在人才济济

的中国体操女队里， 章瑾无法跻身

顶尖行列；比功底，甚至都没在市一

线队练过的她就更难与人站在同一

起跑线了。章瑾回忆说，自己确实有

过一段挺忐忑的日子，“因为不知

道自己该怎么做才好， 好像所有人

都比我胜出一大截。 ”后来，自然还

是一手将章瑾提拔进国家队的张教

练， 帮小姑娘找到了适合的目标。

“千万别心浮气躁，一天天去积累，

努力做更好的自己，这样就好了。 ”

一次又一次， 在国家队受训的这五

年里， 张海燕总是用这句话去为弟

子指路。 而在 2018 这个寓意不错

的年份里， 这对师徒终于迎来了突

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 就有了

金牌收获。

（杨浦体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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鞍山三村居民楼道创意设计“火”了
荣获美国体验环境图形协会两项大奖

近期， 建造于上世纪 60 年代

的鞍山三村 26 号居民楼，突然在

大洋彼岸的美国“火”了。 日前，

美国体验环境图形协会（SEGD）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

颁布 2018 年全球设计奖。 同济大

学设计创意学院提交的作品 “红

楼梯”（The Red Stairs）， 从来

自世界各地的 338 份参赛品中脱

颖而出，荣获西尔维娅·哈里斯奖

（Sylvia Harris Award）和荣誉

奖两大奖项。

评委会认为， 该设计用简单、

经济但充满关怀的方式激活了一

个被遗忘的空间，改善了人们的日

常体验，促进了社区参与，激发了

社区活力。

今年共有 37 项作品获奖，这

些作品涵盖了数字体验、展览、互

动体验等七大领域，设计主题也十

分广泛，从伊斯坦布尔的美术馆到

伦敦的地下神庙、斯图加特的神经

退行性疾病中心、洛杉矶的大学体

育中心。 其中西尔维娅?哈里斯奖

是为纪念 Sylvia Harris（1953－

2011）这位公民设计师而设立的，

鼓励人们用设计驱动社会创新，改

善日常体验。

引发关注的“红楼梯”位于杨

浦区鞍山新村的一栋普通居民楼

内。 该楼共有 5 层，住着 20 户人

家。 拾级而上，可看到回纹、步步

锦纹、盘长纹、风车纹、冰裂纹等

不同纹路的墙面设计，透露出浓浓

的中国风。

“邻里楼道空间再设计”是四

平路街道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共同开展的 “四平空间创生行

动”第三季的一部分，该项目通过

多方参与，协力打造宜居、活力、

有温度的四平社区，使楼道成为集

功能性、互动性、趣味性、参与性

为一体的社交空间，促进邻里关系

的融合。

26 号楼的楼道主要由入口门

厅、过道、墙面和楼梯构成，它是

串联起整栋楼宇的物理界面，也是

邻里日常使用最频繁的公共空间。

但原本的楼道不仅没有楼层标示，

而且公告栏信息十分杂乱。

“楼道不仅仅是通行空间，更

是公共生活的展厅和邻里交往的

场所。 ”设计团队对楼道公共空

间的使用状态、 居民生活方式进

行调研， 最终决定以楼道内的红

色木质楼梯为切入点， 以中国传

统纹样为主题， 为楼道制作了一

整套引导标示和门牌。 “比如一

楼的主纹样是 ‘回纹’， 寓意着

‘安全回归， 福寿深远绵长’，二

楼的步步锦纹则代表 ‘步步高

升，前程似锦’。 ”针对公示栏杂

乱的问题， 设计小组则设计了一

个磁铁公告栏， 方便居民张贴各

类信息，并用纹样勾勒出门牌号，

用植物对门厅和公告栏进行装

扮， 使这里成为居民沟通交流的

平台。

（杨浦时报）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近期新

开分院，已试运营一段时间了。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第一分院

（以下简称第一分院） 隶属杨

浦区民政局， 是全额拨款事业

单位，有 295 张床位，主要收养

对象为高龄失能失智老人，这

在全市区属养老机构中并不多

见。

第一分院位于上海市杨浦

区怀德路 802 号， 临近地铁 12

号线江浦公园、934、137 等公共

交通站点。核定床位 295 张。康

复中心、活动室、治疗室等配套

设施齐全。

整体硬件环境

第一分院共有 6 层楼面，建

筑面积为 7413 平方米，公共设

施配备太阳能热泵供热系统及

两部电梯。

一楼为办公区域及医疗康

复区， 二至六楼为住养老人护

理区域。 老人住养区域装有空

调、电视、冰箱、微波炉、净水机

等。 楼面内设有活动室、浴室，

有五人房、六人房，每个房间设

有单独的卫生间， 配有电话、彩

电及网络。整个护理区配有呼叫

系统和消防喷淋系统，每层楼面

设置护理站，每张床位都设有紧

急呼叫按钮。 公共的活动区域，

还有美丽的空中花园！

6 楼失智区域预计在今年

年底将开设专区，以单人间及双

人间为主，设置照料专区。 福利

院与长沙民政技术学院合作签

订了订单班，将有一批 90 后的

学生由民政局委托学校进行专

业的培养，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护理团队

护理团队由经验丰富的老

护理员与专业院校毕业的 90

后年轻护理员共同组成，为老人

提供一流的护老服务！

目前医护团队共计 7 人，

90 后医护人员为 3 人， 未来医

护人员的配比也将随之增加。

据了解， 在试运营期间，首

批老人已经入住。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

她是亚运会女子体操团体冠军成员
杨浦小囡章瑾：特乖、特安静、特刻苦

中国队选手刘津茹、刘婷婷、陈一乐、罗欢与

章瑾（从左至右）在颁奖仪式上登上领奖台

空中花园惊艳亮相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新开分院

空中花园

老人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