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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不少市民家庭
的“第二厨房”
这样的消暑美食场景怎么样，

是不是想想就食指大动？你肯定不

会相信，这些都是徐汇区社区食堂

的夏日新发现。不仅如此，在全市

各区四面开花的社区食堂各有高

招，成为夏日里不少市民家庭的“第

二厨房”。

社区食堂最早主要是服务老

人，菜品也主要考虑老人口味，软烂

清淡价格实惠成为主流，这两年普

遍开始向全人群拓展，“花头经”也

越来越浓了。在上月刚开业的徐汇

滨江党群服务中心“徐汇滨江社区

食堂”，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观察

到在滨江休闲的市民游客经常在中

心附近领取外卖，显示出强烈的就

餐需求，增设社区食堂的想法由此

而生。食堂开出后，7点半一开门

就有市民、跑者来吃早饭，住在附近

和经常来健身的市民都很欢迎这个

距离浦江美景零距离的新食堂，特

别是二楼露台也同步改建拓宽了，

食客可以在食堂旁的咖啡店买杯咖

啡，上楼看风景，“不要太嗲哦！”

秉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

民”理念的社区食堂不仅滨江一

处，记者走访徐汇、杨浦等多区发

现，社区食堂越来越成为市民家门

口的好去处：有的开在梧桐树下的

老洋房里，就近服务里弄居民；有

的面积达到四五百平方米，因为菜

品多达100余个品种，且价格实惠，

连外摆位都座无虚席；有的还设立

配有台灯的“学生雅座”，让孩子有

个一边做作业一边等家长加班后一

起吃饭的地方。

上周，浦北路988号的康健街

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里新开了一家

社区食堂。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

里原本曾经是一家菜场，在社区更

新中改建为党群服务中心，设立了

“康乐会客厅”“雷峰亭”“康乐书院”

“康乐非遗工坊”“康乐星舞台”等多

元精彩空间，如今，食堂和楼下的生

鲜超市同时开业，可以说是不仅兑

现了当初把菜场还给居民的承诺，

还加上了新“福利”。

第一天开张，就有附近居民和

白领三五成群过来尝鲜，有的是一

桌七八个人拼了十几样菜；有的是

各种荤素搭配打包了满满一袋带回

去，一次性解决全家的中饭和晚饭；

还有些居民顺便买好包子、馄饨等

点心，把第二天的早餐也准备好

了。与众不同的是，这家社区食堂

分成几个档口，分别由七宝古镇汤

圆店、本邦菜老正和等老字号经营，

提供不同类型的美食，所以，被居民

美誉为“家门口的美食城”。

一站式搞定生活方
方面面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这些社区

食堂具有一些显著的共性：这些食

堂的价位都很经济实惠，一般还对

老人、退役军人、残疾人等人群有额

外优惠，而且，食堂往往设在社区综

合服务体里，市民在用餐的同时，还

能顺便看个病、开个药、理个发、修

双鞋、看场电影、借本书……一站式

搞定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出“15分

钟社区生活圈”的建设理念和成果。

徐汇区民政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说，全区现已建成31家社区食堂，

总量相较2021年底实现倍增，实现

了街镇全覆盖，今年还有11家正在

筹建或已经在建，建好后，徐家汇街

道和长桥街道都将达到各有5家社

区食堂的布局，让居民15分钟步行

可达。而且，去年起，徐汇区提出一

站式社区服务“生活盒子”民生新概

念，在居民区最便利的沿街醒目位

置建设“党群服务中心 ·邻里汇”，配

齐社区食堂、社区卫生服务站、社区

文体、社区助浴等基础性功能设施，

助力社区食堂建设再加速，全区社

区食堂现已达到探索以“政府出

资+专业运营”为主的运作模式，国

企自持房源、政府出资装修、专业机

构运营，政府与运营方就运营期限、

优惠对象和优惠力度等进行约定，

提升市场主体参与为老助餐的积极

性，在减轻食堂运营压力的同时，通

过市场化竞争提升餐食品质。在此

模式下，社区食堂的菜价比市面上

的中式快餐店便宜10%左右，各社

区食堂还根据老人年龄和特殊情

况，给予最高20%的折扣，如：徐家

汇街道“食尚书舍”长者食堂，市场

上售价超过15元的一碗16只装小

馄饨，售价仅10元，70岁以上老人

打85折后比市场价便宜近一半，真

正让老年人得到实惠。

杨浦区也已建成31家“睦邻小

厨”社区食堂，仅针对老人的日供餐

量就达到约7200客。前不久在长

白228街坊新开张的“熊猫饭堂”，

把顾客当成“熊猫”用心服务，自己

也火成了居民都喜爱的“熊猫”，因

为管理规范、面积宽敞、菜品多达百

余种，还为老人免费供应米饭，因

此，日均吸引2000余名顾客，成了

社区里的网红餐厅。

你去社区食堂用过餐吗？看完

这些，你心动了吗？如果你还以为

社区食堂是老人的“专利”，那可就

错啦。赶紧去家门口的社区食堂尝

试一下吧！冷馄饨、冷面、绿豆汤、

苦瓜炒蛋等夏令佳肴等着你哦。

本报记者 孙云

本报讯 （记者 叶

薇）中国运载火箭发展

史上的又一个百发纪录

诞生。昨天，长征四号

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发射，顺

利将风云三号F星送入

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

得圆满成功。星箭均由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八院（上海航天技

术研究院）抓总研制。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

是我国第二型发射次数

突破100次的运载火箭。

长征四号
在长征系列中
堪称“劳模”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

火箭是三级常温液体火

箭，包括长征四号甲、

乙、丙三型，长征四号甲

运载火箭在完成2次发

射任务后光荣退役，改

进研制的长征四号乙、

丙在役，分别发射了48

发和50发，是我国目前

太阳同步轨道中、大型

载荷的主力运载火箭，

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家

族中堪称“劳模”。在

100次发射任务中，长征

四号运载火箭先后将风

云、资源、遥感、实践、试

验、高分、环境、海洋、陆

探系列卫星，以及嫦娥

四号中继星“鹊桥”等共

计170颗卫星送入预定

轨道。

长征四号系列运载

火箭的发展史，是一部

中国运载火箭技术创新

史的缩影。35年间，长

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的

改进和革新从未止步。

如今的长征四号运载火

箭，持续提高可靠性、安

全性、适应性，实现了从

最开始仅承担极轨气象

卫星发射，到现在可执

行对地观测、科学试验

和月球中继通信等多类型卫星发

射；从一箭一星到一箭多星串、并

联；从特定时段到全天时、全天候

均可发射；从太原到酒泉再走入西

昌，实现所有内陆卫星发射中心全

适应全覆盖；从单一太

阳同步轨道任务到目前

可支持倾斜圆轨道、椭

圆轨道、地月转移轨道

（LTO）、地球同步转移轨

道（GTO）等宽倾角范

围、多轨道类型发射，极

大地适应各种卫星的发

射需求。

上海航天
锻造出一支“运
载铁军”
百发长征路上，上

海航天锻造出一支“运

载铁军”，铺就了长征四

号运载火箭的“功勋之

路”。长征四号团队主

动实施科研生产管理模

式转型升级；火箭自第

三级以下均实现通用，

与兄弟型号实现一子级

通用；率先实现测发队

伍专职化，将发射场流

程优化至15天，测试岗

位人员缩减30%；发射

场工作日清制、发射场

数字化管理系统、关键

项目推演会……一系列

管理措施和工具为型号

增加了数字时代的底

色。

八院转总研制的风

云三号 F星，是我国第

二代低轨气象卫星系列

风云三号的第6颗，卫星

搭载了10台功能强大、

性能先进的遥感仪器，

通过全谱段、定量化观

测，风云三号 F星将获

取全球臭氧分布，监测

全球辐射收支、冰雪覆

盖、海面温度，提供短期

气候预测、气候变化预

估所需的遥感信息，大

幅提高对大气温湿度垂

直廓线、大气痕量气体

及地球辐射收支能量的

观测精度，进一步提升

我国在全球数值预报、

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生

态环境监测和综合防灾

减灾等方面的能力和水平，提升我

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的国际主

导权和话语权。卫星发射后，我国

风云卫星将开启紫外高光谱探测

新篇章。

长
四
系
列
运
载
火
箭
成
功
实
现
第
一
百
次
发
射

上
海
造
﹃
金
牌
火
箭
﹄
跨
入
百
发
俱
乐
部

洋房食堂、江景食堂、老字号食堂、机器人食堂……

申城社区食堂各有高招

荡马路，发现城市新美好
杨 洁

新民眼
南昌路168弄，口袋花园里，

“长”出一朵朵可爱小花。
毛茸茸的它们，不是真正的花

朵，而是青年艺术工作者罗胜天的
手工毛绒作品。随着时间推移，建
筑切面与道路边角总不可避免会出
现破损。罗胜天尝试用浪漫的方
式，修补这些可能变得尖锐的缺口，
提示潜在危险、防止磕碰的同时，也
让世界重新圆润可爱起来。
用羊毛毡为街角缺口打上“补

丁”，被称为“花花补丁计划”。8月
3日，上海首届“马路生活节”拉开
帷幕。包括“花花补丁计划”在内，
多达200项缤纷活动，将以黄浦为
圆心、辐射上海及周边地区展开，让

更多人切身感受到城市烟火气中的
点滴美好，为市民带来全新的商旅
文联动消费新体验。
青年艺术家发光计划、摄影展、

下班音乐闪送、纳凉游园会……这
几天，在黄浦区的数十条马路上，你
可能会邂逅不一样的风景。南京路
上的永安百货，已见证上海百年沧
桑。昨晚，喧闹人群中响起悠扬的
萨克斯，一场露台音乐会拉开帷幕，
岁月变迁与生活四季都化作音符，
将这座百年建筑叮咚奏响。新天地
旁的淡水路，是一条拥有丰富业态
的背街小巷，青年创作者们正在用
“诗歌刷街”，写梧桐叶、写理发店、
写咖啡、写信箱，将生活琐碎铺成诗
意风景。
为什么会将生活节搬到马路

上？本次活动负责人赵彦说，马路是

城市人群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一个
地理单元。它很小，一个路口接着一
个路口，却承载着人们的出行、社交、
消费、生活。“我们希望生活的美好片
段，在大家的‘附近’发生。我们不是
要做一个都市里的奇观，而是在每个
人的身边发生关系，随手可及。”
一直以来，马路也被诸多规划

者们视为城市中主要的公共空间和
重要“器官”。社会学家简 ·雅各布
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写
道，“试想，当你想到一个城市时，你
脑中出现的是什么？是街道。如果
一个城市的街道看上去很有意思，
那么这个城市也会显得很有意思；
相反，如果街道看起来乏味，那么城
市也会显得乏味。”
一条有活力的马路，不仅有行人，

也要有众多观看者。Citywalk最

近悄然兴起，事实上，上海人喜欢荡
马路，由来已久。“巨富长”的时尚潮
流，安福路的艺术氛围，大学路的青
春气息，甜爱路的浪漫涂鸦……
荡马路、兜商店，是上海人的生活
乐趣。
梧桐树下的街角巷尾，一些看

似不起眼的小处，也藏着上海这座
超大城市的魅力：秋夜，杨浦区四平
路上，除了斑斓树叶外，还有一首首
趣味小诗投影，引得路人纷纷驻足；
冬日，浦东锦绣坊的栏杆上，编织爱
好者们用巧手为它们“穿”上别致的
毛衣，暖意融融……
“一条马路拥有自己的文化调

性很难。它的生长需要不停迭代，
要很多人用脚投票，让这条街上长
出好吃的食物，长出有个性的店，还
需要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在

本次马路生活节“诗歌刷街”项目负
责人怀素看来，上海就是一个需要
无限探索的城市，拥有特殊的马路
文化。
随着城市发展，人们对于公共

空间的品质需求不断提升。上海重
视对马路空间的设计，让建筑可阅
读、街区可漫步。2016年，《上海市
街道设计导则》出版，这是中国第一
部街道设计导则；随后，这些设计新
理念，也落实到标准层面加以推
广。用绣花一般的功夫治理城市，
一条条马路街道，也是落脚点。
这次马路生活节，200多处散

落的活动，像是一个个看不见的链
接。主办方链接线上与线下，青年
艺术家链接作品与观众，市民游客
链接艺术与生活，这座城市，链接烟
火气与新潮流。

滨江慢跑晨练结束，江边吃个早饭，面向浦江，春暖花开；中午吃碗爆鱼面，新鲜了，下面的
“大厨”是个机器人；下午乏了想喝杯咖啡，走起，享受美味的同时，还支持了刚开始创业的聋人咖
啡师，并且，每杯咖啡里还有一角钱捐到了社区基金会，用于更多公益项目；晚上想吃什么，本邦
菜老正和、七宝汤圆、富春小笼……老字号统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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