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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称“新桥模式”可复制推广，
年后会有更多社区食堂上线外卖平台

老人领“红包”小哥帮送餐

思想众筹

老年助餐点送餐需求量大、服

务不够稳定，怎么解决？今年上海

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饿了么总

裁方永新提交了《关于依托数字平

台构建社区老年助餐服务体系的

建议》。

助餐服务存在短板
方永新调研发现，上海已建

成的社区食堂及老年助餐点超过

了2000家，但因为老年人口占比

较大，用餐需求仍然超出了现有

老年助餐服务点所能提供的服务

能力。

方永新认为，目前老年助餐

存在三个亟须解决的问题。第

一，老年助餐设施供需不均衡，不

同行政区域60岁以上老人，人均

拥有的老年助餐点数存在显著差

异，同一行政区域内不同街道拥

有的老年助餐服务点数量也有较

大差异。第二，老年助餐服务质

量有待提高。老年人15分钟步

行距离老年助餐点数量有限，可

供选择的菜品多样化不足。第

三，社会志愿力量参与助餐服务

稳定性不足，比如周末时段志愿

者人力相对充裕，工作日及恶劣

天气人力严重不足。

为此，方永新建议政企协

同，一起构建“O2O助老送餐服

务体系”。

点餐能享政府补贴
去年，饿了么与松江区新桥镇

已率先开展了试点探索。据悉，新

桥镇是城郊接合地区，居住区基本

呈东西向分布，距离较长、跨度较

大，原先主要依靠志愿服务的线下

送餐模式，面临着困难。去年9

月，松江区新桥镇与饿了么平台

“牵手”，上线试运营社区助餐配送

服务，让更多的老人能够足不出户

享受送餐到家服务。

数据显示，新桥镇社区食堂

上线饿了么平台后，服务范围从原

先周边几百米，扩大到了47平方

公里。目前，已有近2000名老人

开通了线上服务。

更重要的是，新桥镇社区食堂

也成为了上海首个打通政府补贴

与线上点餐的社区为老助餐项目

——符合相关条件的老人，每日可

通过饿了么App领取来自镇区两

级政府的“惠老助餐红包”补贴。

这样的合作，无疑为老年助餐点服

务突破区域限制，提供了新的数字

化解题思路。

“新桥模式具有可复制性。”方

永新认为，“目前饿了么已和多个

街道对接合作，年后会有更多社区

食堂上线平台，继续扩大数字化老

年助餐的服务覆盖范围。”

汇聚力量提升服务
此外，方永新在建议中还提到，

应加强老年助餐商品供给，可以围

绕助老服务，发挥平台企业数字供

应链优势，推动保障食品安全和菜

品品质的“透明厨房”“阳光厨房”发

展，实现老年餐品规模化生产、个性

化定制。再者，要推动生活服务平

台适老化改造。鼓励生活服务平台

针对老年人字体、色彩、使用习惯等

各类需求，对普通版本各项功能进

行删繁就简，让老年人群体看得更

清楚、用着更简单。

“老年助餐需要汇聚社会各方

的力量。”方永新说，依托数字平台

推进“数实融合”，打造多方参与、

线上线下联动的城乡养老现代服

务体系，是实现上海社区生活品质

可持续发展的有效举措。

本报记者 杨洁

寒假已到，新春将

至，一些孩子高糖高脂的

饮料、零食摄入开始增

多，等到开学之后极有可

能冒出好些个“小胖

墩”。对此，全国政协委

员、上海市总商会副会

长、上海来伊份股份有限

公司总裁郁瑞芬在今年

两会上建议，加强学校食

育与家庭食育的联系。

儿童肥胖率逐年上

升，成为  世纪严重的

公共卫生挑战之一。令

人吃惊的数据背后，儿童

肥胖带来的危害更是超

出很多人的认知。受传

统观念影响，面对“小胖

墩”，许多长辈往往认为

“越胖越有福”，也有些家

长会说：“我家宝宝是壮，

才不是胖呢！”这些观念

正是导致“小胖墩”越来

越多的重要因素之一。

要改变这种现状，需

要社会、学校、家庭、个人

共同努力。其中家校携

手“食育”尤为重要。郁

瑞芬委员认为，家庭食

育是孩子成长过程中，

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

分，并直接影响、决定了

孩子成长中的饮食偏好

和饮食习惯。幼儿园、

小学则是儿童肥胖防控

的重要场所，除了要在内

部加强食育教育外，还应

和家长积极沟通，提高父母及其他

监护人对食育的重视。

食育，并不是让孩子不吃饭，而

是让孩子吃好饭，是一种回归生活

的教育，更是一种回归教育的生

活。家校携手“食育”，核心目的是

要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知识认知，不挑食、不偏食，多吃蔬

菜，少喝或不喝含糖饮料，并减少油

炸、烧烤等高油、高热量饮食的摄

入，并让孩子直观掌握食物相关的

理论知识，了解营养均衡的重要性，

使他们主观上拒绝成为“小胖墩”。

以食育人，守护未来。通过家

校携手，给予孩子全方位的食育和

良好的家庭饮食环境，促进孩子身

心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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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不少的养老社区和机构

开始提供全方位康养照护，将面临

医养陪护人力资源匮乏等诸多挑

战。对此，在今年两会上，上海市

政协委员、上海润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葛琼建议

使用AI数字人的科技创新技术，

来改善和促进养老社区的发展，为

老年人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和康

养服务。

上海正步入重度老龄化阶段，

且老龄化程度还在持续加深。如何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满足多样化

的养老服务需求，如何以科技创新

引领养老服务的高质量发展，是全

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特别是人工

智能技术的应用涵盖了数字人助

理、医疗健康、智慧家居、具身智能

等众多领域，势将助力智慧养老。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过度依

赖人工智能技术也可能面临一些

潜在风险，必须加强安全机制和技

术保障，防范潜在的风险和威胁。

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可能没有足

够的能力来应对智能设备出现的

故障，这也大大增加了AI智能系

统维护的成本和难度。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

报告》显示，中国有接近两亿的老

年人未接触过互联网等现代技术，

这就更需要采用简单易用、自然语

言交流的AI数字人技术，适应老

年人逐渐衰退的生理特点。葛琼

委员建议通过机器学习和大数据

模型，AI数字人助理可以为老年

人的生活作息、营养健康和药物管

理提供更好的建议。

在葛琼委员看来，AI数字人

可以提醒老年人按时服药，减少药

物错误用量和漏服情况的发生。

通过AI数字人，老年人可随时查

询天气、社会新闻，与家人视频通

话；多模态的AI数字人，还可以提

供聊天和感情陪护，减少老人的孤

独感。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日益成

熟，数字人能够填补老龄化社会劳

动力不足的缺口，还能促使养老服

务由人工密集型服务向AI数字化

智能服务提升转型。

葛琼委员表示，AI数字人和

智慧养老社区是科技创新引领的

现代养老模式，能为老龄化社会提

供更好的科技创新服务，营造老年

友好型社会环境。

本报记者 方翔

医养陪护人员匮乏如何破解？
政协委员建议，加快推进AI数字人智慧助老服务

为更好保护传承上海话，政协委员建议专设方言类大模型

让  成为永不下线的沪语老师

电视剧《繁花》的热播，唤起了

许多人保护传承沪语的热情。但随

着能说一口地道上海话的人越来越

少，未来上海年轻人去哪里学习标

准沪语成为了难题。今年两会期

间，上海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

席，上海商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董

事长、首席执行官徐立递交了“关于

建设沪语特色类大模型，助推沪语

传承”的提案，希望让AI（人工智

能）成为永不下线的沪语老师。

沪语面临传承难问题
徐立表示，最近，沪语版电视剧

《繁花》大火，极富韵味的沪语台词生

动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上海的风

情。比如吃排头（挨批评）、贼塌兮兮

（滑头滑脑）……上海话成为沪语版

《繁花》营造年代、城市文化氛围不可

或缺的道具，观众对沪语台词引发的

讨论甚至超过了导演、演员、剧情。

社交平台上，观众热衷分享电视剧中

的精彩沪语台词片段。

徐立认为，沪语是在上海地区

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独特方言，汇聚

了吴越江南语言文化的精华，并在

开埠后东西方融合的过程中兼容并

包，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更是构

成海派文化的核心基础。

但随着上海建设国际化大都市

的步伐逐年加快，人口流动日益频

繁，外来人口逐年增加，人口结构的

改变直接导致沪语的使用范围与频

率日渐萎缩，甚至已面临传承难的

问题。目前，年轻一代除了在原生

的沪语家庭能够有机会学习和接触

之外，其他场景中，诸如学校、就业

单位等等，都难以提供长期稳定的

学习及使用沪语的环境。如何利用

最新的科技手段，为沪语提供全新

的生存环境、使用场景，让更多年轻

人有机会、有意愿使用沪语，成为助

推沪语传承的一个新方案。

建语料库形成大模型
在诸多选项中，人工智能AI无

疑是一种理想选择。目前大语言模

型已经迎来黄金时期，但针对地方

方言的自然语言大模型产品仍属空

白，主要是商业价值未能闭环。一

方面，沪语的使用人群如果放眼到

全国，仍属小众，开发成本难以进行

大基数平摊，从经济角度而言是不

划算的；另一方面，沪语与普通话存

在巨大差别，构建沪语大模型需要

针对沪语语料进行重新筛选、标注，

需要大量对沪语有深入研究的专家

全程参与，基本等同于重建一套新

的语言体系模型，难度较高。

因此徐立建议，相关委办局设

立专项建设以沪语为主的语言类大

模型。对沪语体系进行全面的搜集

与梳理，建设沪语语料库，包括但不

限于文字、发音、逻辑、语义等等，依

托语言大模型技术，实现全沪语交

互的功能。前期可以先行提供“狭

义沪语”版本，目前商汤的语言大模

型、如影数字人等产品，均具备了基

本的沪语交互功能。后期可逐步实

现崇明方言、浦东方言、松江方言等

在内“广义沪语”版本。

用模型赋能更多场景
此外，他还建议推动沪语大模型

赋能推广教学。大模型目前已经具

备多模态的输入输出能力，可提供多

场景多形式的教学内容覆盖，调动青

少年积极性。可以充分利用大模型

推出沪语应用场景模拟、沪语网络微

电影，吸引青少年群体加入到沪语爱

好者的行列中来使得年轻一代可以

有更多机会接触和使用沪语。

“畅想未来，熟练掌握沪语的人

工智能，可以在一网通办、税务、银

行、医疗、养老等等场景中发挥作

用，更重要的是，它将成为永不下线

的沪语老师，让未来的年轻人有途

径学最地道的各种上海方言。”徐立

表示，如果这一探索能够成功，对于

运用AI保护中国其他地区方言，乃

至全球范围内的濒危语言，有着巨

大的借鉴意义。 本报记者 李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