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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2020年是第一批留法勤工俭学生从上海出发赴法的101周年。2019年12月，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上海市作
家协会、中共上海市杨浦区委员会联合主办了《红色101：回望初心 追寻真理》诗歌征集活动，获奖作品与委约作品集结
形成了《始知归程——纪念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启航101周年诗歌作品集》。8月18日下午，作品集发布活动暨“四史”学
习教育主题朗诵会在杨浦区图书馆举行。 ■记者 高靓 摄

■记者 高靓

本报讯 前不久，一家便利店
“早餐食堂”落户杨浦互联宝地园
区，令人“眼馋”不已。如今，在创
智天地园区工作的白领们不用“羡
慕嫉妒恨”了，8 月 18 日上午，名为
逸刻“逸小兔”的流动餐车（雏形）
开进了位于国通路 127 号的中航天
盛广场。

吃一顿有“科技含量”
的早餐

现 制 现 售 ，万 能 蒸 烤 箱 、咖
啡 机 、蒸 包 机 、煎 台 等 设 备 一 应
俱全……这辆由房车改建而来的流
动餐车内部别有洞天，售卖超过 70
款精选早餐，中西融合。除了现点
现售档口提供油条、锅贴、三明治、
咖啡、豆浆等热食之外，还有十多
款 10 元以内的高性价比套餐，并
引入沪上老字号招牌商品，凸显
上海本地早餐特色文化。同时，
餐车旁配备了少量桌椅、遮阳伞，
供市民小憩用餐。

眼下，上海早餐工程升级，“网
订柜取”的新模式让上海市民享受
到了一份有“科技含量”的早餐，逸
刻“逸小兔”流动早餐车同样也配
备了自提柜，实现“网订柜取”。顾
客可在支付宝逸刻小程序上下单
购买，选择“预点自提”生成二维
码，抵达餐车后出示二维码扫码，
就能从智能保温柜中取出热气腾腾
的早餐了。

室外的流动餐车，食品安全该
如何保障？逸刻工作人员介绍，
目前餐车售卖的商品均为现制现
售或逸刻自有的鲜食工厂，工厂
统一标准化生产加工，低温冷链
配送，建立溯源机制保障食品安
全。现制现售产品会放在保温柜
中进行保温，确保卫生。车内也
会配备消毒酒精，定时对设备和
餐具进行消毒。

制度创新，催生“001
号”公示卡

流动餐车作为一种新业态，每
一辆餐车均需获得街道出示的《上
海市食品摊贩临时经营公示卡》，方
可正式营业。

新江湾城作为属地街道主动担
当跨前一步，深化制度创新，加强制
度供给。依据《上海市流动餐车管
理办法》，按照审慎包容原则，在区
商务委的指导下，街道积极对接市

“早餐工程”品牌连锁企业，在办理

流动餐车信息登记，取得公示卡，明
确点位设置、经营时段、车身标识、
安全卫生环保等管理措施后，开展
早餐供应服务，并尽力为流动餐车
经营点提供与经营业态相适应的必
要基础设施和配套设施，从源头上
把控好早餐工程质量。

在逸刻“逸小兔”流动早餐车
上，记者看到了一张由新江湾城街
道盖章发放的 001 公示卡，上面详
细罗列了摊主姓名、经营地址、经营
时间、经营摊位、经营品种、主要设
备设施、有效期限等信息，这也是本
区首张摊贩临时经营公示卡。

记者注意到，公示卡上标注的
营业时间为上午 6 点至晚上 10 点，
这意味着这辆流动餐车还可提供午
餐、晚餐以及下午茶，服务更为贴
心、周到。

这辆餐车，只是开始
流动餐车的顺利设点，对于在

创智科技中心等楼宇上班的白领
而言，可谓“上班不迟到”与“早餐
不缺席”两者兼得。

“流动餐车提供的早餐品种比
较丰富，品质也很有保障，可以为
白领提供更多样的早餐选择。当
然，在创智科技中心的这部早餐车
仅仅是一个开始，大创智区域有
4200 多家企业，7 万多名员工，未
来，还需要更多的早餐便民设施。
目前，位于五角场周边的创智汇项
目已开始对接早餐工程的合作伙
伴。”上海杨浦知识创新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蒋建星告诉
记者。

据悉，接下来，本区将继续扎
实、深入推进早餐工程点位对接。
及时跟踪现有意向签约进度，协调
解决问题，促进早日落地。依托区
属国企网点、载体资源丰富的优
势，推动市“早餐工程”品牌连锁企
业与区属国有企业深入对接。发
挥良友连锁办公及流动餐车停车
场 7 月已统一迁入杨浦的优势，鼓
励流动餐车布点向早餐供应薄弱
区域倾斜。支持引入光明城市厨
房（BK24）新业态，计划年底在上
粮大厦底楼开设第一家旗舰店，涵
盖早、中、晚三餐，为周边居民、白
领提供便利。支持良友杨浦 42 家
连锁门店及百联逸刻杨浦 7 家连锁
门店开展功能改造，增加豆浆机、
蒸包机等设备，进一步扩大连锁早
餐网点覆盖面。密切衔接区睦邻
小厨项目，作为早餐工程的有益补
充和特色内容。

杨浦“001号”流动早餐车出发

晨间烟火气 盈满上班路

■记者 周琳

本报讯 杨浦是中国近代纺织
工业的“摇篮”，上世纪八十年代，滨
江沿岸有很多纺织企业，其中“国棉
九厂”“国棉十七厂”“国棉十九厂”
等都落户在定海路街道辖区。近
日，街道精心打造的“红色工运”纺
织女工题材原创作品——《工人的
旗儿永飞扬》，通过“俏姐妹”舞蹈队
的展示，已入选 2020 年上海市群文
新人新作展评展演市级决赛，将于9
月代表杨浦参加全市精选节目的最
后角逐。

8月14日，记者在定海路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见到了正在排练的“俏
姐妹”舞蹈队。

据 介 绍 ，《工 人 的 旗 儿 永 飞
扬》的灵感来源于原上棉十七厂
纺织女工的劳动形象，旨在从侧
面展现杨浦从“工业锈带”到“生
活秀带”的变迁。

从当年“三班倒”辛苦劳作，到如
今用舞姿再现工作场景，65 岁的戴
尔妹、68 岁的丁佩君这两位队员曾
是在纺织工作一线的产业工人，所
以感触特别深：“回忆当年，感叹国
家发展变化飞快，生活富裕不能忘
本，希望通过舞蹈展示产业工人的
艰辛和执着，让下一代珍惜现在的
幸福生活。”

“俏姐妹”舞蹈队成立于 10 年
前，团队的“领头雁”是退休教师戴月
娟，队员们都是热爱舞蹈的“银发
族”，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她们因为
怀揣舞蹈梦想走到了一起。

多年来，“俏姐妹”舞蹈队与
专业团队同台竞技，拿下了一系
列奖项：《洗衣乐》荣获 2014 年全
球华人金玉兰奖舞蹈大赛金奖，

《金色汤瓶》获 2015 年全国华人金
玉兰奖舞蹈大赛最高奖，《湖岸渔
歌》获 2017 上海市广场舞大赛一
等奖。

■记者 杨晓梅

《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
施已一年有余，垃圾分类正逐渐成
为广大市民的共同行为准则。

目前，杨浦正在向着上海市生
活垃圾分类示范区的创建目标全速
奔跑。作为区属国有企业，如何为
区政府分忧、为老百姓解难，是卫百
辛集团开展工作的重要课题。

8 月 17 日 ，卫 百 辛 集 团 举 行
2020 年垃圾分类工作推进会，总结
前一阶段垃圾分类工作进展情况，
对表现突出的小区经理、保洁员予
以表彰，对下一阶段工作重点进行
动员部署和业务培训。

从“不想分”到“乐于分”
今年上半年，杨浦在上海市生活

垃圾分类实效综合考评中排名全市
第一，全区 12 个街道综合考评全部
达到“优秀”标准。

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区上下各
部门、单位、广大市民的广泛参与
和共同努力。其中，卫百辛集团认
真履行垃圾分类投放管理人的职
责，下属 1 家全资子公司、8 家改制
物业公司，2500 余名小区经理、保
洁员坚守在垃圾分类攻坚战、持久
战的社区一线，为其所服务的 90 个
小区保持整洁、有序、优美的居住
环境而添砖加瓦。会上，27 人因表
现突出，荣获卫百辛集团 2020 年物
业小区“明星管家”“明星保洁员”
称号。

“明星管家”陈银凤现场分享了
这一年多来她在基层一线的工作
经验。

陈银凤是兴桥盛物业紫华欣苑
小区经理。紫华欣苑属于杨浦区住
房保障中心开发的拆迁回迁安置小
区，现有住户718余户，共有4幢高层
住宅楼，分八个门栋，原有 8 个点位

16个垃圾桶，住户老龄化程度高，对
于垃圾分类的接受度较差，环保意识
较淡薄。“紫华欣苑自 2019 年 3 月起
进入垃圾分类工作过渡期，面临的困
难很多，感觉任重而道远。”

过渡阶段前期，物业管理处为
了配合垃圾分类减量工作，在原来
8 个点位 16 个垃圾桶的基础上，撤
走 4 个点位，引发居民强烈不满。
有些居民甚至认为是物业在偷懒，
继续在原来的点位上乱扔垃圾，于
是 ，居 民 扔 保 洁 人 员 捡 ，成 了 常
态。“随着深入宣传，也看到保洁
人员任劳任怨，居民们也慢慢开始
理解了。”

到了过渡阶段后期，小区要集中
一个地点投放垃圾，听取各方意见
后，物业管理处决定将投放点放在
离大门较近的一块空地进行试点，
由保洁为主，包括物业客服每天早
晨站在垃圾桶边，耐心地给居民讲
解垃圾分类，同时，物业公司出资配
备专门的末端分拣员，进行二次分
拣，确保垃圾分类纯净度；加强短途
驳运规范化管理，加强小区分区包
干巡视保洁，全员参与，力争杜绝小
包垃圾落地现象。

“虽然采取了种种宣传和管理
措施，但部分居民依然每天我行我
素，不分类乱投放，更有居民贪图方
便，经常把垃圾放在楼道内或者门
栋口。对此，我们只能在加强监督
的基础上，联合居委会干部和各楼
层组长挨家挨户开展宣传，最终，越
来越多的居民开始接受垃圾分类的
做法。”

经过一年来的努力，紫华欣苑
小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已经取得成
效，以前随处乱扔垃圾、干湿垃圾不
分等现象一去不复返，小区环境焕
然一新。陈银凤表示，“在之前的工
作中，物业管理处就是通过分期过
渡、分阶段、递进式引导居民学会垃

圾分类，并逐步适应和养成定点定
时投放垃圾的好习惯、新习惯，最
终，把这些习惯变成了自规自律的
日常言行，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
继续坚持这些行之有效的手段，争
取将小区垃圾分类工作推上一个新
台阶。”

15名“垃圾分类监督员”上岗
卫百辛集团负责人表示，在杨

浦“四大功能区”建设中，卫百辛集
团将立足“区属房管集团”的功能
定位，举全集团合力，为杨浦创建
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示范区加油
助力。持续开展“垃圾分类示范物
业和示范小区”创建活动，努力以
点上每一个小区垃圾分类创优，助
推面上物业整体服务水平的提升；
自我加压、全员上阵，多方联动、合
力攻坚，在各住宅小区织起一道传
播城市文明的风景线；坚持问题导
向，形成“一小区一方案”“一问题
一对策”“一失分一整改”的有效抓
手，打好垃圾分类组合拳。

同时，进一步升级卫百辛房屋专
业综合服务平台的服务内涵，通过数
字化、动态化、可视化管理，抓好小区
垃圾厢房管理、垃圾分类驳运、日常
巡检等关键环节。各物业公司加强
与专业环保公司、可回收物主体企业
的合作，深化智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清洁消杀器具在小区场景中的应用，
不断注入科技附加值，为杨浦垃圾分
类示范区创建提供更多生动的“卫百
辛实践”。

现场还举行了“垃圾分类监督
员”的聘任仪式，15 名“垃圾分类监
督员”上岗，他们是通过分减联办、
各街道房办推荐，由市民寻访团成
员、社区干部、热心居民代表、以及
第三方专家组成，帮助卫百辛集团
一起发现问题，改进工作，提高工作
成效。

定海纺织女工题材原创音乐舞蹈入选市级决赛

她们，用舞姿展现杨浦变迁

精细地“管”精准地“分”
为杨浦垃圾分类示范区创建提供更多生动的“卫百辛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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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琳 汤顺佳 葛晓玲 戎磊 严奕晨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
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近来，“光盘行
动”稳稳占据C位，珍惜粮食、拒绝浪
费，成为上海市民的“新食尚”。

有的人吃不饱，有的人却吃不完，
在吃饭这件事上个体差异其实很大，
人工打饭难以做到餐量符合每个人的
需求。然而，这个问题遇到一种按需
称重的“打菜神器”即可迎刃而解。“打
菜神器”是如何成为“反浪费利器”的
呢？记者对杨浦的“睦邻小厨”进行了
一番探访。

自动称量计费精确到克
自助结算数秒内完成

“在家‘买汰烧’比较累，来这里想
吃什么买什么，想要多少买多少，国家
提倡粮食不浪费，按需点菜，不够再
添。”8月18日中午，江浦居民周阿婆
跟往常一样，来到位于辽源西路 107
号的康善睦邻小厨，挑选了糖醋排条、
鸡腿、生菜等菜品。

康善睦邻小厨是上海首家引进
“打菜神器”——自主称量售餐设备及
餐饮管理软件系统的“智慧餐厅”。记
者在现场看到，自助餐柜上共有六个
荤菜、三个素菜可供选择，前来用餐的
居民有序排队，打菜、放勺、刷卡三个
步骤按需定量、自助取餐，通过智能设
备自动称量计费精确到克，自助结算
数秒内完成，菜品经济实惠，消费过程
方便快捷。

红烧肉一块一块卖，小黄鱼一
条一条算……在长白新村街道长馨
睦邻小厨用餐，饭菜分量也全凭顾
客自己做主。每份菜品下均有一
个称重仪器，供居民实时称重。智
能系统会根据提前输入好的菜价，
计算出一份菜的价格。盛了多少

菜、要付多少钱，在显示屏上一目
了然。

“我在附近上班，最近天热基本每
天都到睦邻小厨吃饭。我的胃口不
大，这里品种比较丰富，环境干净卫
生，各种菜都可以尝尝味道，性价比很
高。”市民符女士认为，与冷藏后再加
热的盒饭相比，“睦邻小厨”的饭菜更
新鲜、价格更实惠。

实现科学管理
从源头减少浪费

与传统的售餐模式相比，“智慧
餐厅”不仅可以自主称量、拆零销
售、多点结算，还能实现科学管理，
及时把握居民消费需求，在营养摄
取、健康监测等多方面提供个性化
餐饮服务。

康善睦邻小厨的“智慧餐厅”系
统显示，近期受欢迎的菜品排行榜
前五位分别为：蚝油牛肉、丝瓜毛
豆 、宫 爆 鸡 丁 、糖 醋 小 排 、红 烧 大
排。睦邻小厨会根据每日销售情
况，相应调整菜品进货量配比，从源
头减少浪费。

康善睦邻小厨运营负责人柴勇
表示，“打菜神器”在为杨浦居民打
造“舌尖上的幸福”同时，也为餐饮
企业提供了吸引客流、降本增效、
优化服务等方面科学管理的“解决
之道”。

长馨睦邻小厨于今年7月1日开
门营业。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打菜神
器”同样展现出它的优势。“几乎每位
老人在这里吃饭时都能‘光盘’，每天
的剩饭剩菜量非常少，自然，餐余回收
垃圾也少了。”长馨睦邻小厨负责人段
军告诉记者。

此外，大桥街道一康睦邻小厨还
计划尽快推出“半份菜”选项，让“吃得
刚刚好”成为居民们的“口福”。

杨浦睦邻小厨的“打菜神器”如何成为“反浪费利器”？

“光盘”在舌尖 节俭在心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