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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头电子烟，又卷土重来？”
桌上摆着一排五颜六色的“电子
烟”，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缉
毒处禁吸管控科科长李芃芃眉
头紧蹙，记下这一新动向。以前
不法分子在“电子烟”中掺入的
是合成大麻素，随着打击力度加
大，现在改换成更具隐蔽性的一
类精神药品。

从2009年至今，李芃芃扎根
禁毒一线十五载，从事过缉毒执
法、吸毒人员管控、易制毒化学
品管理、禁毒宣传等工作，被誉
为上海公安禁毒工作的“万宝全
书”。他始终保持对新型毒品的
敏锐感知，参与侦办全国首例涉

“犀牛液”新型毒品特大网络制
贩毒案等一批大要案。此外，他
牵头“禁毒宣教”“平安关爱”等
活动，组织各类活动150余次，覆
盖群众20余万人。

毒品犯罪“狙击手”
缉毒警察是一支在“刀尖”

上行走的队伍，与犯罪分子的较
量，往往是生死之搏。在一次集
中抓捕行动中，刚吸完毒的嫌疑
人用重物抵住门背，企图负隅顽
抗。李芃芃和队友强力破拆，刚
把门打开一条缝，就见眼前闪现
一道白光，下意识头一偏。原来
嫌疑人拿了把长刀从门内恶狠
狠砍出，离他的头部只差2公分，
只削下几缕头发。那一秒是他
离死亡最近的一次。这次行动，
一共抓获吸贩毒人员26人。

缉毒生涯中，李芃芃多次遇
险受伤。为制服一个刚“溜完冰”
的毒贩，他和人高马大的对方展
开殊死搏斗，好不容易控制住对
方后发现自己胳膊上是一道道血
口子，累得几近虚脱。在高速公
路收费站，他和队友守候伏击一
名毒贩，不料毒贩狗急跳墙竟强
行冲卡，把已经拉住车门的李芃
芃重重带倒在地，拖出好几米。
还有次到外省市抓捕毒贩，他翻
墙入院，却一脚踩在阴险凶狠的
毒贩精心布设的陷阱——遍布
钢钉的木板上，那尖钉穿透鞋
底，深深扎进脚里。

“我从没想过放弃，也不能
放弃，哪怕我面前是难以预料的
危险。如果我们退缩了，那把叫
毒品的‘长刀’就会砍向我们身
后的人民。”

参加禁毒工作以来，李芃芃
十几年如一日，关注与研究本市
以及全国的毒情，始终保持对麻
醉药品、精神药品、新精神活性
物质滥用趋势的敏锐感知，对新
型毒品抓早抓小，露头就打，破
获“电子烟”“减肥药”“聪明药”
等一系列新型毒品案件，先后参
与侦办100余起涉一类、二类精
神药品的走私、贩卖、运输、制造

毒品案件，有效震慑了涉毒违法
犯罪。

用爱心拯救灵魂
李芃芃初识小季时，小季还

是一个11岁的小学生。其父母
此前双双吸毒，后来想回归社会
时却遇到经济难题。刑侦总队
缉毒处及时伸出援手。此后十
几年间，每年小季都会收到来自
缉毒处民警的爱心捐款，直至她
参加工作。

由于从小缺失父母陪伴，小
季学习成绩一度落后。李芃芃
发动民警们“各展所长”，成立

“家教小组”，每周风雨无阻为小
季上门补课。在“警察老师”的
帮助下，小季顺利地读完了初
中、高中、大学专科，在大学毕业
以后，拥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

对戒毒人员而言，要想重新
融入社会，不仅需要他们的自我
救赎，更需要禁毒部门和社会各
界的接纳与关爱。李芃芃联系社
区工作人员，帮助小季父母学习
手工编织课程，引导他们充实自
己的空余时间，减轻对毒品的依
赖，今后也有一门手艺来谋生。
日复一日，小季父母的手工编制
品从最初的“四不像”变得越来
越精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
他们也成功戒断毒瘾，回归正常
生活，日子一天天红火起来。

在平时的禁毒宣传中，李芃
芃也展现出亲和力。“以往的毒
品，如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
毒等，大家都一定有所了解，但
近些年来毒品被伪装成‘奶茶、
跳跳糖、巧克力、电子烟’等各种
形式后，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就有
些‘超纲’了？”在某高校的禁毒
讲座上，李芃芃的轻松诙谐吸引
了许多大学生前来聆听。

多年来，李芃芃牵头“禁毒
宣教”“平安关爱”活动，带队深
入高校、社区、企业，开展禁毒知
识宣讲，讲解毒品种类、新型毒
品知识、毒品辨认、毒品预防等
内容，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识
毒、拒毒、防毒能力和意识。目
前，已组织禁毒法治宣讲、禁毒
执法讲座等活动150余次，累计
覆盖群众20余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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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刀尖”上行走只为天下无毒
——记上海缉毒民警李芃芃

新通道有B1、B2、B3层
尽管是双休日，但是中午时

分，3、4、9号线宜山路站地下换
乘通道内依然行人如织，大家
步履匆匆，来不及欣赏一下新
通道内“漫申城、绮梦行”的亮
丽组图，那里有中华艺术宫、长
风公园、淮海中路、豫园等站点
的美景。

新换乘通道采用全地下设
计，共3段通道，有B1、B2、B3层，
虽有点弯曲，但平均宽度约 10
米，加上不低的层高，让人感觉
十分通达。

由于 3、4、9 号线三线高低
有很大的落差，需要通过多台
自动扶梯、垂直电梯完成楼层
间的顺畅转换，光是主通道内
就有5部自动扶梯和2部无障碍
电梯，虽然换乘可能会比原来
多花半分钟时间，但不需要爬
楼梯，行走起来较之前更为宽
敞、舒适和便捷。

“换乘4号线请往前走，换乘
3号线往左右两边走。”志愿者小
陈举着喇叭不停地提醒乘客，她
早上6：30就到岗了，虽然到处都
有标识，但新通道开通第一天，
还是怕老乘客会不习惯。

开通初期，车站将增派工作
人员，在新通道内加强宣传引
导，并为有需要的乘客及时提供
帮助。

“我们今天增派了7名工作
人员。今天是双休日，客流比较
复杂，等到工作日的时候，我们
再观察一下通勤人群的客流情
况。”宜山站区车站站长助理程
力告诉记者，“我们将积极听取
市民乘客的意见建议，观察高、
低峰期各个运营时段的客流通
行情况，持续完善客运组织方
案、优化运营服务。”

采访时，记者发现，还是有
不少乘客问路，首次在此换乘的
乘客会认真寻找标识，倒是一些
老乘客习惯了原来的路线反而
会“迷路”。

“蔬菜大棚”将变身绿化景观
记者看到，那段以往被称为

“蔬菜大棚”受到最多吐槽的蓝
色塑料顶棚覆盖的室外换乘通
道，如今已被封闭，那道严实的
卷帘门仿佛在向过往告别。未
来，这里将“还路于民”，原临时
换乘通道将被拆除，恢复为道路
和绿化景观。

“我以前走过那个‘蔬菜大
棚’，夏天很热，冬天很冷，现在
走地下通道舒服多了。”乘客谷
先生告诉记者。同样有此感慨
的还有祁小姐，虽然现在通道
比原来复杂，但一路跟着标识
走没什么问题，对于她来说，不
用再走“蔬菜大棚”，便是最大的
幸福。

记者在现场，还遇到了不少
中学生“地铁迷”。江湾初级中
学初二的李同学和泗塘中学初
一的夏同学结伴而来，他们一边
体验一边还用手机将通道内的
画面拍摄下来，两个小伙伴前两
天已经来“蔬菜大棚”留过影。

“新通道很有现代感，设施也很
新，老通道陈旧了。”中学生认真
地总结。

然而，对于松江大学城往届
和现在的学子来说，存在了 10
年的“蔬菜大棚”是9号线换乘
3、4号线的必经之路，是他们大
学四年的“回忆杀”，见证了他们
的青葱岁月，如今真的告别，还
有些不舍，他们纷纷结伴前来打
卡留念，表示“不舍又高兴”。

“终于快好了，我等了十几
年，真的是十几年啊，没结婚前

它就是菜棚，我娃都小学毕业
了，终于好了，真的是一个菜棚
见证了一个孩子的成长。”小红
书网友说。

新通道遵循靠右行走原则
记者从地铁方面获悉，为确

保新通道在今年暑期前顺利投
用，市重大办、市交通委、市规资
局和徐汇区有关部门联手推进，
上海地铁与公交枢纽建设单位
共同努力，克服施工区域地下管
线错综复杂等多重挑战，解决了
影响土建施工的各类管线保护
及搬迁难题，缩短了后续土建及
装饰安装工期，并优化施工搭接
关系，将各项作业时间精确到以
小时计算。同时，项目也得到了
周边居民、徐汇区重大办、属地
街道以及电力、水务等单位的全
力支持，共同保障了新通道的顺
利落成。

结合最新实际，运营方重新
模拟仿真客流动线，做好评估工
作，为避免多方向人流在3、4、9
号线三线换乘交汇处可能造成
对冲的安全隐患，特制定了新的
换乘客运组织方案，并进一步完
善应急处突预案。同时，通过优
化导向标识，增配人员引导，为
乘客提供更加清晰的走行路
径。乘客只需根据现场的导向
及工作人员指引有序通行即
可。而在新换乘通道里，依旧遵
循靠右侧行走原则，保障往来换
乘客流通行安全有序。

此外，地铁方面提醒：新换
乘通道的主体及多数服务设施
已经建成投用，但由于部分地
面管线搬迁尚需时日，进入3号
线二楼的无障碍电梯仍在施工
中，过渡期间，运营方将启用爬
楼机设备，方便使用轮椅乘客
通行。

宜山路地铁换乘“蔬菜大棚”关闭 新地下换乘通道启用

不再“冬冷夏热”便是最大的幸福

本报一年前《网友调侃：换乘两分钟，出汗两小时，宜山路地铁
换乘通道夏季闷热似蒸笼，市民盼改善》的报道终于迎来了“大结
局”——6月22日起，3、4、9号线宜山路站新地下换乘通道正式启
用，青年报记者前往“探道”。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宜山路站新地下换乘通道启用。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李芃芃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