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画，你喝了吗？”

———一场特别的公益画展
8月 12日在上海静安嘉里

中心开幕。上海静安君爱
公益发展服务中心携手

C+、现代书店、静安嘉里中
心和沪上五家知名咖啡品

牌共同为自闭症儿童发声。
君爱公益为热爱绘画的残

障青少年提供展示平台。
“画作咖啡杯与现场特调”

实现的跨界公益合作，让大
家可以在喝一杯咖啡的时

间里，看到孩子们的画作，

了解孩子们的故事，项目销
售收入定向用于自闭症儿

童帮扶项目。此次参展的作品均来

自虹口区彩虹笔儿童康健发展中
心和盐城市亭湖区小鹰儿童发展

中心的自闭症孩子们的创作。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影报道

新民眼

    今天上午，家住周家嘴路的唐

小姐在叮咚买菜上下了一单，400
克一份的家常蔬菜组合、150克的

调味组合，再加上 150克一小盒的
肉丝，既有蔬菜又有荤菜，一共花

费 18.1元，就能完成周末在家的
“一人食”。

“家常蔬菜组合里是一根胡萝

卜、一只土豆和两只青椒，我准备
做青椒炒土豆丝、胡萝卜炒肉丝，

调味组合里的葱段正好用上，大蒜
也要剥几瓣。”唐小姐平时工作很

忙，只有周末才有空做两个小菜，
叮咚买菜推出的“一顿吃光”系列

就很符合她的需求。“如果买了一
斤胡萝卜、一斤青椒，大概率是吃

不完烂掉扔进垃圾箱，而小份装则

刚刚好，每一顿都吃新鲜，每一顿
都吃精光。”

和唐小姐想法一致、需求类似
的消费者显然不少。记者从叮咚买

菜获悉，“一顿吃光”系列目前推出
了第一期两款产品，包括地三鲜组

合（600g/份）和家常蔬菜组合

（400g/份）。推出一个月以来，在上
海的销售量单日已经突破 5000

份，成为平台销量成长最快的品类
之一。

“我们推出‘一顿吃光’系列的
初衷，就是为了让消费者在每餐都

吃得新鲜健康的同时，尽可能地减
少食物浪费。”叮咚买菜商品运营

负责人赵文涛介绍，和餐厅点餐一

样，买菜也存在着买多买少的困
扰：买少了不够吃，买多了又浪费。

针对这个痛点，叮咚买菜的品
类运营团队通过大数据挖掘，以单

品销量和商品关联率为维度，筛选
出几个销量最高的单品，以及和单

品关联度最高的匹配食材进行多

种组合。然后通过专业厨师的测评
配比进行分量设置，达到最适合一

顿吃光的量。

“接下来我们还将推出香菇油
菜组合、青椒土豆组合、山药木耳组

合、番茄鸡蛋组合等等。后续还会有跨

品类的例如肉菜组合、水果组合等。”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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绘就“人民乡村”的法治底色
宋宁华

    “蜜梨种植难、管理难、销售难
‘三难’怎么办？采摘了容易坏，村里
能不能购置冷藏设备？ 现在流行的
直播带货很火， 我们村能不能也试
试？ ”近日，上海市司法行政基层行
奉贤站采访中， 一个别具一格的百
姓议事会吸引了媒体的关注。

一张拼起来的长条桌， 十几个
人围坐桌边， 村民代表踊跃抛出问
题、提出建议后，“法律明白人”等为
他们指点法律迷津， 就具体操作中
是否存在法律漏洞等点评。 最后大
家发言的内容形成书面报告， 提交

村两委研究审议。

在有些人印象中， 农村过去都
是乡里乡亲，办事主要靠“刷脸”，普
法、 用法只是装点门面的 “表面功
夫”。随着乡村振兴的风生水起，“网
红村”层出不穷，如何走出一条有上
海国际大都市特色的“人民乡村”建
设路径，同样提上议事日程。

上述的百姓议事会发生在奉贤
区存古村。“村里碰到大事往往众口
难调， 制度化、 透明化是最好的法
宝。”当地颇有名气的“卖梨书记”宋
火良介绍，经百姓议事会讨论，该村
在奉贤区率先探索制定了 “美丽乡
村·美丽约定”， 有大事大家群策群
力，以法治赋能村规民约，将其升级

为村民自治共治的行动指南， 如今
已深入每个村民的心中。

乡村是最基本的社会治理单
元， 也是容易产生利益冲突和引发
社会矛盾的地方，能否治理妥帖，是
乡村稳定和发展的前提。 党的十九
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健
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体系”，“三治”融合，为新时代乡
村治理模式提出全新的发展方向。

“法平如水”，是中国传统对法的
基本理解；在西方，也有法谚：“法律乃
善及公平之艺术”。 以法治为保障，碰
到矛盾问题，才能“一碗水端平”，让村
民们心服口服，实现乡村有序治理。

在吴房村，小桥流水风景如画，所

有的建筑都按照江南水乡的风格整修
一新，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村”；

它还是一个产业园区，村里已经有 55

家企业入驻，年税收达 4400万元，可
谓“乡村里的都市，都市里的乡村”。

但打造“网红村”背后，也曾一
波三折。 在村里唯一的一幢百年老
宅里， 曾经的农民房如今成为乡村
标志性参观点， 记录了村庄的前世
今生，并设立了“道德法治讲堂”。乡
村整体改造需要农民们腾挪出闲置
的农宅。 在农民们还在犹豫不决的
时候，“法律明白人” 吴达均率先带
头签约，把相关法律依据“翻译”成
本地话和大家交底，“村里变好了，

大家都享福。听政府的，没错！”在他

的号召下，其他农户也纷纷签约。 当
听说百年老宅的土地流转标准略高
于其他农民房时，有签了合同的农民
又想毁约，又是靠着“法律明白人”把
法理讲清，才让农户心服口服。

据了解， 奉贤区首批共选任
373名“法治带头人”，3269名“法
律明白人”。 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
明白人”， 用老百姓听得进的 “土
话”，把法律说得清清楚楚，推动了
基层依法治理，助力法治乡村建设。

欸乃一声山水绿，打造“既要看
得见发展，也要留得住乡愁”的人民
乡村，需紧紧依靠人民，一切为了人
民，法治，则为乡村振兴铺就鲜亮的
新时代底色。

惜食一计

申城气温：已经“七连高”还将“连连热”
未来一段时间仍在副高控制之中    本报讯（记者 马丹）7月里一

直在“磨洋工”的高温近日仿佛“打
了鸡血”，持续在线。昨天申城气温

再度突破 38?，成为连续的第 6个
高温日，也是今年第 14个高温日。

今天白天，本市晴到多云，太阳热情
如火，最高气温继续冲击 37℃的酷

暑线。

未来一段时间，副热带高压势
头依然强劲。本市会一直处于副高

控制之中，高温将承包接下来一周
的“热点”，最高气温将稳稳走出一

条直线，维持在 36~37℃。由于云系
较少，天空状态佳，蓝天白云盛夏美

景搭配着晴热少雨，日照指数都在
“4级极强”，干燥指数达到“3级较

干燥”，中暑指数也稳定在 3级以

上，“容易中暑”。气象专家提醒，市
民要加强防暑降温工作，在高温时

段避免外出。
本世纪以来，申城曾在 2013年

遭遇过“史上最热”的夏天。该年 5

月 11日入夏，持续了 157天，被称

为“史上最长夏季”，不仅如此，还出

现了 47个高温日，24个酷暑日，其
中，持续酷暑曾长达 10天，极端最

高温度 40.8℃。但是，近 20年来最

长的持续高温纪录出现在 2003年，
曾连续 19天日日有高温，而距离我

们最近的是 2017年，连续高温天数
为 18天。今夏的“热”情要打破“史

上最热”已无可能，但近期这波开始
于 8月 9日的“连连热”是否会刷新

近 20年的“持续热力榜”？目前来

看，申城至少还要热上 10天，刷新
榜单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不仅上海热出今年新高度，未来

10天，江汉、江南、江淮、黄淮以及重
庆、新疆等地也都将出现 4～8天日最

高气温在 35～37℃的高温天气，局地
可达 38～40℃，新疆东部最高气温甚

至可达 42℃以上。据中央气象台预
报，预计未来 10天，南海和西北太平

洋面可能有 1个台风生成，台风是否

能够生成、又能否给我国“高烧”地区
降降温，还得密切观察。

和炎热的南方相比，北方面对

的是另一种烦恼：昨天开始，北方新
一轮降水发展，西北、华北、东北等

地部分地区又有大到暴雨来袭，局
地会有大暴雨。此外，滞留在四川盆

地附近的雨带这周末再度增强，盆
地的中西部地区多降雨天气，一般

以中到大雨为主，其中，到 17日前

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累
计雨量较常年偏多 2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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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场在夜晚举办、规

模迷你的人文讲座会有多
大的魅力？记者在“大隐·

五角场人文讲坛”第二辑
第一讲活动现场看到了答

案：微信报名开放后，两小
时名额秒光；路程最远的

听众横穿上海，从松江大

学城远道 50 公里来到杨

浦；最有缘分的听众是恰
好来上海查阅论文资料

的吉林学子，机缘巧合见
到了“偶像”；最失望的

“听众”则是途经这里被
海报吸引却因为名额已

满无法入场的上百名路

人，因为实在太想见见
“ 自 带 流 量 ” 的 演 讲

者———复旦大学文学资
深教授、图书馆馆长陈思

和，许多人只能隔着落地
玻璃眺望一会儿……在

充满着时尚感的大学路，
上海唯一营业到凌晨 2

时的大隐书局与众多网
红餐饮店铺比邻而居，深

夜食堂与主打精神食粮
的深夜“书”堂共烹美味

大餐。烟火气与书香气碰
撞交织，扑面而来，滋养了夏夜。

大隐书局创智天地店不是上
海第一家深夜书店，而是在上海最

后一家 24小时书店歇业后才开业
的。在上周四晚上举办的这场讲座

中，有人问了大隐书局董事长刘军
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书店要营业

到 2点？”其实，在大学路周边生活、

学习和工作的学生、白领、高校教师
们都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

大学路周边分布着 10余所高

校和百余家科研院所，创

智天地还集聚了大量创新
创业公司，这里有显著的

“三多”———大学生多、年
轻白领多、软件工程师多，

夜生活活跃。当大学路沿
街餐厅和咖啡馆渐次亮起

灯光，书店也散发出独特

的磁场效应。开业至今，深
夜时段的人气一直都很

旺，许多人都喜欢在安静
的夜晚来到这里，细细品

味一本好书。
“一本好书，就像一个

好朋友”，在第一讲《健康
的读书生活》中，主讲人陈

思和教授打了一个形象的
比方。显然，从上海四面八

方赶来听讲座的爱书人
们，都有许多“好朋友”，而

来到大学路，他们就成了
五角场的“好朋友”。

过去，大学路露天市
集和特色食肆让年轻人专

程赶来尝鲜，如今，人文汇
聚的智慧之光成了新的吸

引力。听完讲座，一些听众
又走到阅读区，挑选几本

好书，继续徜徉书海过把
瘾。让他们高兴的是，主办

方五角场街道办事处在人
文讲坛第一辑大受欢迎的

基础上，第二辑择址大隐书局，12

场论坛将固定在每月第二个周四
晚上准时开讲，持续一整年，12位

大家将围绕历史、文字、诗歌、信
仰、技术、建筑、哲学、民俗日常等

内容，带大家一起领略中国文化之
美。五角场街道希望，以人文气质

为大学路再增加一个打卡理由，让

每月第二个周四成为一场固定的
人文之约。

本报记者 孙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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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顿吃光”从买菜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