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郭剑烽）锅碗瓢盆撞击声，
点菜买单谈笑声。临近中午，宝山区月浦社区
长者食堂传出了厨房“交响曲”，加之饭菜的香

味扑鼻而来，交织而成美妙的生活气息。
“我要个助老套餐，蔬菜多给一点，刷敬

老卡！”王阿姨一边熟练点着菜，一边告诉记
者：“政府造社区长者食堂非常好，解决了我

们老年人的吃饭问题，我们不用买汏烧了，两
荤两素一汤的敬老套餐 8.5折下来只要 12.7

元，实惠又好吃。”

随着月浦镇高龄老人、纯老家庭、独居老
人的不断增加，月浦镇党委、政府深入践行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重要理
念，高度重视养老问题，坚持问需于民，搭建

“3+3”老年人助餐服务网络，切实解决社区
老人的“做饭难题”，逐步构建起覆盖全年龄

段、兼顾各类助餐需求的助餐服务网络，让老
年人在家门口就能吃上质量有保障、价格可

负担的爱心餐。
月浦镇因地制宜，灵活运用三个片区的

存量设施，分别采用引进品牌餐饮新建点位、

联动连锁餐饮合作挂牌、综合为老服务中心
嵌入等三种模式来分别打造社区长者食堂。

9月 10日，月浦镇社区长者食堂开始试
运营。试运营以来，每日客流量大概 400至

600人，结合月浦镇居民的口味特点，食堂内
除了一些传统本帮菜、汤菜蒸菜、炒饭炒面之

外，还增加了一些川菜小炒、煎炸热卤、暖胃

靓汤、水饺面食等，甜咸、软脆、辣淡各种口味
均可品尝到，每餐品类达到 40余种，可照顾

到各种年龄层、各种口味的百姓需求。社区长
者食堂的价格定位在“实惠”二字，除了 15和

20元套餐外，所有菜品最高封顶 19元，老人
还能享受 85折优惠。

经过一个月的探索磨合，在敬老节即将
到来之际，月浦镇社区长者食堂正式宣布开

业。宝山区民政局副局长金艳、月浦镇党委副
书记、镇长陈俊等出席。

如何让行动不便的老年人也能享受到优

质的助老餐服务呢？除了打造社区长者食堂
之外，月浦镇还在持续推进助餐点建设，致力

完善送餐到家服务，让老人们不出小区，甚至
不出家门就能享受到“饭来张口”的待遇。

    随着气温转凉，金山一株株柿子树上，

成熟的脆柿挂满枝头，好似喜庆的小灯笼。
在吕巷镇上海敏蓝蓝莓种植专业合

作社里，脆柿已大面积成熟，吸引了不少
市民游客前来采摘。据基地工作人员介

绍，10月份脆柿进入成熟期。与普通柿子
相比，脆柿口感类似苹果，入口脆爽，回味

甘甜，而且无核，简单削皮就可食用。脆柿

放软后，口感则十分软糯，甜度也更高。上

市时间预计可持续到 11月。

本报记者 屠瑜 通讯员 熊雪寒

事新郊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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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款丝巾的构思源自于我的金山农民

画作品《午后悠闲》，身着旗袍的女人象征着
老上海的优雅、浪漫、摩登，与外围农房的乡

村风貌相结合，既体现了魔都的海派文化，
又融合了金山的田园风光。乡土与时尚的艺

术碰撞，展现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和优雅情
怀，具有鲜明的本土特色。”在位于朱泾镇的

上海金山区阿妮民间绘画工作室内，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金山农民画画师、金山工
匠王阿妮娓娓道来，向大家介绍她的原创衍

生品丝巾及作品的创作理念和艺术构思。而
这款丝巾正是日前获评 2021上海优选特色

伴手礼（金榜）的丝丝入画系列产品之一。
伴手礼，是城市的一张文化名片，展现

了一地一域的魅力和文化自信；对游客而

言，是一份浓缩城市情谊的心意，能为旅行
增添一抹乐趣和回味。在上海市消保委主办

的“2021上海特色伴手礼”评测活动中，由专
家与消费者共同评测出的榜单更接地气、更

具实用性。这些伴手礼既丰富发展了文创内
涵，又找准了文旅资源和市场需求的完美契

合点，一定程度上更有利于传播本土文化，

让游客拥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据了解，金山农民画是首批上海市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它在农耕文明中孕育，在民间

美术融合中成长，逐渐形成瑰丽夺目的艺术

风格，以江南水乡风土人情为主要题材，大胆
运用艺术夸张和强烈的色彩反差，以拙胜巧。

在阿妮的工作室内，除了丝巾以外，还

有茶具套装、装饰磁盘、宝珠笔、艺术伞等衍
生品，一件件以金山农民画为基础的文创产

品，构图饱满、色彩明快，营造出品位与格
调，每一件都蕴藏着匠心。艺术与实用品的

融合，不仅赋予了伴手礼灵魂，发挥出非遗
的独特吸引力，而且增强了实用性和多样

性，满足群众个性化的消费需求。

“能从众多大品牌中脱颖而出，入围金
榜，的确很意外，但又觉得在情理之中。拥有

深厚文化底蕴的金山农民画艺术，它值得在
这个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这不单单是我个

人的荣誉，更是属于金山农民画的荣誉。”谈
及下阶段的打算，王阿妮表示，将创作出更

多优秀的作品，做好创意衍生，不断扩大金

山农民画的影响力，推动本土文化“走”出
去，吸引更多人“将非遗捧在手上，让文化住

进心里”。 通讯员 姚丹萍 本报记者 屠瑜

    金山农民画丝巾入选
“上海特色伴手礼”金榜

非遗
当时尚撞上乡土

▲ 丝丝入画系列丝巾
▲

王阿妮介绍作品创作理念

悠悠岁月 浪漫依旧
张堰镇为100对老人拍摄金婚纪念照

    “来，爷爷，眼睛看着奶奶。奶奶，把手搭

在爷爷手腕上。”近日，在张堰公园一座凉亭

中，一对对身穿西装、婚纱的“新人”在摄影
师的指导下拍摄照片。与普通“新人”不同的

是，他们都是金婚老夫妻。
在摄影师热情亲切的引导下，爷爷奶奶

的动作和神情也逐渐放松下来，面对镜头状

态越来越佳，咔嚓咔嚓，一张张笑脸定格。化

妆间内，造型师正在给一位奶奶化妆，涂眼
影、擦粉底、抹口红、戴头纱……看着镜中容

光焕发的自己，奶奶直呼：“这还是我么，今
天是我这辈子最漂亮的一天！”“老头子，你

这身西装也好看。”看着奶奶发自内心的喜
悦，身旁的爷爷也忍不住乐呵呵地说道：“真

是要感谢张堰政府的好政策。我们结婚五十
年了，都没有一张像样的照片。今天一定要

好好拍，留作纪念。”
据悉，此次有来自张堰镇各村（居）100

对金婚老人参加了金婚照拍摄活动，为期 6

天，拍摄点设在张堰公园。这些老夫妇结婚

的年代，基本都没有拍摄婚纱照的习惯，留
下了遗憾。

为此，张堰镇开展金婚老人金婚照拍摄

活动，给老人们圆了昔日结婚时没穿婚纱的

美梦。这项为老服务活动已经持续 7年，共
拍摄金婚老人照 750对，彰显了张堰镇党

委、政府一直以来对老年人的重视和关怀，
把不断提高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和满足感作

为重点工作。据悉，张堰镇金婚老人金婚照
拍摄活动将持续开展下去。

通讯员 高凌 本报记者 屠瑜

12.7元就能吃上两荤两素
宝山月浦社区长者食堂正式开业 40余品类好吃不贵

秋日限定 枝头挂满“小灯笼”
甘甜脆爽 脆柿大量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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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拍摄金婚纪念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