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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胜是公司和产品品牌的共同

名称，国内口罩行业资深制造商。

“大”是大气！ 具有博大的胸怀

容纳全世界的朋友交往合作；“胜”

乃赢者！ 象征大胜口罩搏击国际市

场无往不胜的勇气和力量。 上海大

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是我国目

前最大的专业口罩制造商之一，公

司成立于 1997 年， 拥有优秀的研

发团队，大胜是全国“守合同、重信

用”企业（2004 年），上海市合同信

用 AAA等级获得者（2002 年）和上

海市高新技术企业 （2017 年），

2020 年 9 月，上海市委、市政府决

定，授予其“上海市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集体”称号。企业坚持走独立

自主，不断创新的道路，先后研制开

发了专门防护 PM2.5 防雾霾口罩，

抗击非典、禽流感抗病毒口罩，劳保

专用经济实用型口罩，折叠型、舒适

型、防火阻燃型、迷彩隐蔽型、双阀

门双通道型、滤布片更换型、医用、

儿童用等口罩共 110余种款式。

大胜口罩，安全可靠！

大胜口罩全部采用无毒无味、

无过敏、无刺激、无任何有毒有害

物质和玻璃纤维的聚丙烯为主要

原料，人性化设计，高标准选材，高

品质制造，高质量出厂，多规格产

品，过层次面对全球市场。 大胜口

罩具有手感柔软丰满， 高效过滤，

透气舒适卫生，方便，安全，美观的

特点。 大胜引进美国《TSI88130 自

动滤材测定仪》，认真检测，严格把

好产品出厂质量关。 大胜口罩品种

多，用途广，适应性强，颇具人性

化，可供全世界各种人种、各脸型

和各个年龄段的人广泛使用。 上海

大胜在各环节管理把控，统一标准

化、自动化生产，保障高品质，同时

自主销售，不授权代理，购买时请

认准大胜商标。

“七八辆集卡停在燃油管道上

方，影响了我们日常检测，请执法

部门前来支援！ ”在接到航空燃油

管道检测公司的求助后，高桥城管

中队联合高桥派出所赶往现场，对

该处非法集卡停车点进行整治。 近

日，高桥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对杨高

北路港城路路口附近的空地进行

封闭管理，保障了航空油料管道的

正常维护和检测，消除区域安全隐

患 。

目前，甬沪宁白沪线、高桥石化原

油外管廊、浦东机场航煤管道三条

管道途径高桥， 针对区域实际情

况，高桥城管中队联合燃气监测部

门，管执联动，保障燃油管道安全。

一是做好专业安全分析研判，燃油

管道检测部门严格按照标准做好

日常检测， 二是落实属地监管责

任，高桥城管中队依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石油天然气管道保护法》的相

关规定，协同城管执法局专业大队

对影响燃油管道行为进行检查和

整治。

在开展执法检查的同时，中队

利用“城管进社区”普法教育活动

进一步抓好安全宣传教育，宣传燃

气安全及石油天然气管道方面违

法行为的危害，引导提示广大市民

积极监督，举报违法行为，确保检

查行动达到实效。

在共同保障燃油管道安全中，

高桥城管中队和检测管理部门各司

其职，主动作为，全面开展隐患排查

整治。 在发现杨高北路港城路路口

附近的一处空地长期停放着数辆集

卡， 航空油料管道公司检测人员告

诉执法人员， 此处地下埋藏着航空

油料管道， 检测公司曾数次前来检

测， 皆因集卡违停而影响了正常的

检测活动以及日常安全维护。

对此，中队联合高桥派出所该

处绿化带内集卡违停现象进行整

治，现场对 8 辆集卡开展告知。 告

知其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保护法》 的相关规定，

要求其立即驶离。 2 月 22 日，高桥

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到达该地点进

行复查，部分车辆已经离开，城管

当即让第三方竖立隔离桩，防止集

卡再度停进去。 同时，带有燃气管

道标识的普法标识牌，也将树在空

地的醒目位置。

中队加强属地管理力度，完善

数据库基础信息，通过手机端浦东

城管 APP 对区域 628 家燃气企

业、液化气餐饮用户数据库内数据

进行查缺补漏，做好燃气安全的全

面“体检”。 对排查出来的问题隐

患，能够立行立改的，立即整改到

位的，不能立行立改的，中队落实

好管控措施，明确整改要求。 对重

大隐患或疑难杂症要积极推进整

改工作，及时立案查处，确保重大

安全风险管控到位、重大问题隐患

整改到位。 用智慧监管、全面排查

健全完善燃气安全的长效机制。

张婷

上海大胜卫生用品制造有限公司“中国 3·15”消费者可信赖单位

管执联动共同保障燃油管道安全

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 社区

体育在我国兴起，目前已发展成为

全民健身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

城市中亮丽的风景线。 30 多年来，

作为城市社会体育公共管理的基

本单位， 社区体育在组织体系、场

地设施建设、居民参与度等方面都

取得了显著成就，不断丰富着社区

居民的文化生活，提高了居民的身

体素质和健康水平，提升了居民的

生活质量和幸福感。

当今时代， 科技飞速发展，自

动化、信息化、智能化让人们的生

活更加便利，但静坐生活方式导致

很多人缺少身体活动， 肥胖、“三

高”等疾病日渐增多。 同时，现代社

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容易增加人

们的疏离感并导致归属感缺失，影

响身心健康。

社区体育具有参与主体多元、

活动范围就近、活动时间和形式灵

活、活动内容多样等特点，能够实

现健身、娱乐、社交等多种功能，既

是人们强身健体、娱乐身心、提高

幸福感的良好选择，也是增进居民

互动交流、增强社区凝聚力的重要

途径。 截至 2020 年底，我国人均体

育场地面积达到 2.2 平方米， 经常

参 加 体 育 锻 炼 人 数 比 例 达 到

37.2%， 每千人拥有社会体育指导

员数超过 1.86 名，社区体育处在快

速发展时期。

在社区体育中， 儿童体育、家

庭亲子体育和老年体育是需求比

较旺盛的形态。 1996 年，联合国儿

童基金会和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

署发起了一项“发展有利于儿童居

住的社区和城市”的倡议，即在城

市和社区建设中融入儿童友好理

念，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和社区。 去

年 10 月，我国印发的《关于推进儿

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提

出，到 2025 年，将开展 100 个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试点，此举将推动社

区体育公共资源配置优先满足儿

童需要。 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

会。 老年人拥有较多闲暇时间，又

有健康长寿和重建社会交往圈的

愿望，在社区体育组织和设施建设

中更多考虑老年人的需求，将有助

于他们保持健康、扩大交往、增进

幸福。

发展社区体育，应该着力提升

社区体育公共服务水平和组织化

水平。 目前，我国社区体育场地多

为分布零散的室外场地， 如健身

苑、健身广场、健身步道等，但是足

球、篮球、排球、网球场地和集多个

项目为一体的综合性室内外体育

场馆数量相对有限，致使现代体育

项目较少在社区层面普及开展。 同

时，我国社区体育组织以松散的健

身团队为主，正式的社区体育俱乐

部数量较少、组织化程度较低。 从

国际经验看， 体育俱乐部作为德

国、英国等欧洲国家社区体育的基

本组织形式，具有非营利性、自主

经营和政府扶持相结合等特征。 它

既是社区、 学校体育一体化的桥

梁，也是人们有组织参加体育活动

的有效途径。 把社区体育俱乐部建

设与附近的体育场馆和公园的体

育服务中心相结合，有利于促进社

区体育持续稳定发展，为居民提供

有效的体育运动和交流互动平台。

社区居民的参与状况也决定

着社区体育建设的效果。 社区要充

分利用体育促进社区发展的功能，

发挥参与主体的广泛性、活动形式

的多样性、活动内容的趣味性等优

势，以体育运动增强社区居民归属

感和凝聚力， 为建设体育强国、健

康中国作出积极贡献。

摘编自《人民日报》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积

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成为热

点话题。从政协首场新闻发

布会到大会发言、 小组讨

论、代表委员通道，都有代

表委员谈到，要倡导并践行

积极老龄观。

践行积极老龄观，要集

聚合力。 代表委员建言，在

政府部门层面，要将这一理

念落实到与老有所为相关

的部门规划和工作中，为老

有所为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在社会层面，破解可能影响

老年人参与社会的障碍。将

老有所学与老有所为结合起来。 社

区可以支持和激励老年人参与志

愿服务。 开发更多适老产品，提升

老年人的幸福感。

践行积极老龄观，要补齐短板。

我国老龄事业和老龄产业发展还不

平衡、不充分，无论是硬件方面还是

软件方面，老年人融入时代、融入社

会还有不少“痛点”。要从点到面，推

进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和安全水平。

创新发展老年教育， 加快发展城乡

社区老年教育， 支持各类有条件的

学校举办老年大学（学校）、参与老

年教育；鼓励老年人继续发挥作用，

加强老年人就业服务， 促进老年人

社会参与； 丰富老年人文体休闲生

活，扩大老年文化服务供给。落实这

些措施需要持续加力。

人口老龄化是挑战更是机遇。

如今，耄耋安康也寻常。 他们是社

会的宝贵财富，也能为国家作出更

大贡献。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不

仅能提高老年人生活和生命质量、

维护老年人尊严和权利，而且能促

进经济发展、增进社会和谐。

家家有老人，人人都会老。积极

应对人口老龄化， 蕴含着新的发展

潜力和市场空间。 全社会都来推动

普及积极老龄观、健康老龄化理念，

“有乐趣、被需要和不掉队”的老龄

生活值得期待。 摘编自《经济日报》

近日， 深圳卫健委官方微信

公众号发文《全面暂停堂食！ 深圳

“10+1” 区齐发通告》（简称 《通

告》）。 《通告》下，一则自称是外卖

员的网友留言， 却引发了网友的

纷纷点赞。

微评：“疫情快快结束， 哪怕

爬 9 楼也毫无怨言”“希望亲手把

美味交到顾客手里说上一句祝您

用餐愉快”“希望一切恢复正常”。

诚然，对于服务业从业人员来说，

疫情期间的无接触配送模式给实

际工作带来了诸多方便， 但谁都

希望疫情早日结束， 生活恢复常

态。 外卖员小作文之所以能够赢

得众多网友的点赞和共情， 不仅

源于大众被外卖小哥朴实的善言

感动， 更是大众对于生活如常的

共同期待。 善意的传递需要双向

奔赴， 希望通过这份外卖员小作

文， 可以让更多人认识到外卖小

哥的辛苦， 也让外卖从业人员收

获更多尊重。

摘编自《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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