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长群”岂可逼“疯”家长？ 秦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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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开7个！绿地贸易港国家馆数量增至46个

线上新增
足不出户

    难忘抗疫“在一起”

9月 29日，盛弘现场聆听上海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先进事迹首场报告会时哭了，看抗疫

剧《在一起》，又哭了，因为太有感触了，在社区
抗疫的那些日日夜夜仿佛就像发生在昨天。

2.02平方公里的荣华居民区，有 42个小
区，3.3万名中外居民，超过一半来自 50多

个国家和地区，抗疫挑战前所未有，一晚最

多时会有 9个人上夜班。起初工作人员心里
都没底，盛弘总是冲在前面，稳定队伍情绪，

每天调整排班，合理分配人力。面对各种突发
状况和形形色色的担忧，盛弘都要处理好，做

好解释工作。她的手机从早到晚响不停，最紧
张的那几天，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因为从居

民区最东面到最西面要走 30分钟，盛弘每天
的步数都在一两万步，讲话讲到喉咙哑，偏头

痛常发作，严重时就呕吐，但她吃过药稍作休
息后又继续工作。抗疫期间，盛弘也认识了很

多新同事和朋友，前前后后有 390多位志愿
者加入进来，成为战友。

拜社区居民为师
“社区工作可能比较琐碎，但背后的意

义却很大”，盛弘说，这些年社区不再是提供

简单的基础服务和民生，住在这个社区的人
更加注重品质民生，哪怕办一个活动、递一

封信，都希望更加有温度，这就是为什么这

里会设计四种语言的防

疫融情服务包送给居家
隔离人员，里面包括了

健康监测记录册、口罩、
消毒片、日常生活服务

小贴士等，一方面是欢
迎回家，另一方面让人

感觉在家隔离不隔爱。

在盛弘眼里，社区是个永远都可以像海
绵一样吸收学习新东西的地方，每年都会有

新的政策出来，新的事物出来，又会接触不同
的人，像领馆工作人员、艺术家、老兵、全职太

太……每个人会有不同的闪光点。社区工作
就是做人与人的工作，是有情感交织、能够产

生共鸣的地方。像民主协商也有独特的魅力，

哪怕大家为一个小区停车位涨价争论，开了
N次会后慢慢形成共识，经历了这样一次过

程，就像翻过一座山，看到了远处的风景。“和
不同的人接触，为他们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

会给予你养分，在居民区就拜居民为师，既被
需要又有收获，这就是做人的工作无穷的魅

力所在。”
国际社区也是一个很好的窗口，生活在

这里的外籍居民也会积极参加社区活动，融
入社区生活，他们把上海、把长宁当做他们的

第二个故乡。当听到有一些住了十几年的外
籍居民说“我也是上海人”的时候，盛弘感到

很有成就感。 本报记者 屠瑜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第三届进博会将
至，距离国家会展中心一街之隔的绿地全球
商品贸易港昨迎全面升级：新一批共 7个国

家馆集中亮相，国家馆数量达 46个，还有线

上贸易港平台 G-Hub App正式发布，实现
线上线下全覆盖。
赶在第三届进博会前夕集中亮相的 7个

国家馆，包括斐济、拉脱维亚、巴拿马、俄罗

斯、塞尔维亚、新加坡、韩国（釜山）。在相关国
家驻华机构、商协会的授权和支持下，这 7

个国家馆引进包括美妆护肤、工艺品、珠宝首

饰、休闲食品、酒水饮料、保健品等在内的十
余个品类、超 1200款国别特色商品。其中，塞

尔维亚国家馆上架了用传统手工艺制成的
Ajvar红椒酱、源自兹拉塔尔山的有机荞麦

面；斐济国家馆引进了以椰子油等植物原料
制作的“外交国礼”Pure Fiji天然护肤品；新加

坡国家馆推出当地原创设计师品牌 Commune

旗下的多款黑胡桃木家具。至此，绿地贸易港已

有来自 70个国家和地区的 176家客商入驻。

昨天下午，由上海市商务委主办的“网络
购物狂欢季暨 11直播月启动仪式”也在绿地

贸易港举行，并正式发布 G-Hub App。G-

Hub App设有进博资讯、进博同款、进博直
采、全球馆、跨境 Mall等板块，将线下贸易港

“搬到”线上，品类覆盖食品酒饮、美妆护肤、数
码电子、钻石珠宝、奢侈品大牌等，消费者可线

上参观贸易港虚拟国家馆，以更优惠价格“足
不出户”买到进博同款及国别特色商品。

记者从绿地贸易港获悉，绿地集团还与南
美最大的牛肉生产及销售商之一，也是连续三

届进博会参展商———巴西美利华食品集团
（Minerva Foods）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通

过设立合资公司（注册资本 5?元）共同拓展
中国市场业务。绿地将利用在国际贸易、渠道

分销、零售连锁、冷链物流等领域的产业配套，

整合升级美利华食品的全球供应链资源，进一
步扩大南美牛肉进口规模，预计未来两年累计

进口贸易规模可超过 40亿元，未来五年超百
亿规模，目标打造中国最大的进口动物蛋白产

品集散分销中心。绿地集团董事长、总裁张玉良
表示，下一步，将把绿地贸易港打造成海外优质

资源进入中国的“中转站”，让全球好货进得来、

卖得好、销得远，实现交易规模超 2000亿元。

    公筷公勺， 餐厅要不要提供呢？ 11月 1

日起，这不再是选择题，而是法定规范，因为
《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例》实施了。

问题来了———公筷公勺， 为啥进了地方
立法？

2020 年，非常之年，抗击疫情，众志成
城。 2月，上海市健康促进委员会、市文明办、

市卫健委、市健康促进中心向全体市民联合倡
议使用公筷公勺。 3月，上海市疫情防控新闻
发布会透露， 抽样调查显示 92%的市民赞成
使用公筷公勺， 已有 2.5万余家餐厅要推广
使用公筷公勺。 4月，上海分餐制地方标准发

布，重点关注分餐制和公筷公勺服务，明确提
出餐饮服务单位宜采用分餐制，服务人员应引
导就餐者使用公筷公勺。 5月，全国两会期间，

由全国人大代表陈靖领衔， 上海代表团 36位
代表联名建议推行分餐制，使用公筷公勺，倡导
文明健康就餐行为，践行文明健康生活方式。

看看这些，就明白了———让“公筷公勺”

成新时尚，成法定规范，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10月 27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 26次会
议全票通过《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例》，

“公筷公勺”由此进入地方立法。

如果说， 今年 2月 7日当日通过实施的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力做
好当前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
决定》，是非常时期紧急立法，重在“应急”，那

么，《上海市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例》 更重 “预
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高公共卫生应
急能力，预防和减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控制、

减轻和消除其社会危害，保障公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秩序。

如何重在“预防”？ 这部地方立法明晰了
公共卫生监测预警、应急处置、医疗救治、保障
监督各个环节的核心要害，明确平战结合，依
法防控、系统治理，尊重科学、精准施策，联防
联控、群防群控。 其中，在社会治理环节，特别
提出餐饮服务单位应当提供公筷公勺，餐饮行
业主管部门以及行业组织应当制定分餐制服
务规范，推动餐饮服务单位落实要求。同时，个
人应当加强自我健康管理， 增强自我防护意
识，养成勤洗手、分餐、使用公筷公勺、不食用

野味等文明健康生活习惯；在呼吸道传染病流
行期间， 进入公共场所应当按照要求佩戴口
罩，并保持社交距离。

如果餐饮企业违法了呢？?例第 83?说
得明白———餐饮服务单位未向消费者提供公
筷公勺服务，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改正；拒不
改正，处以警告，并将相关情况纳入餐饮服务
食品安全量化分级管理评定范围，评定结果向
社会公布。 至于个人，若进入公共场所不依法
采取防控措施，公共场所管理单位可以拒绝提
供服务。

可见，公筷公勺，用不用，真不是选择题
啊。疫情并未远走，公共卫生、公共健康却是社会
文明发展永恒主题———推动公筷公勺新时尚，阿
拉久经考验的上海市民，到底行不行呢？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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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筷公勺”为啥进了地方立法
姚丽萍

新民眼

秋日的阳光洒在黄金城道的银杏树上，仿佛披上了一层金
色的霞衣。盛弘拿出她最爱的银杏叶胸针别在胸前，“银杏还没
到最黄的时候，再过一阵就会迎来它一年中最美的模样。”作为
长宁区虹桥街道荣华居民区党总支第一书记，她对这个社区的
热爱溢于言表，“所有和这个社区相关的物件我都特别喜欢。”

10年前，30岁的盛弘离开让人羡慕的外企，先到街道，后
到居民区工作。弹指一挥间，在荣华居民区已近 8年。“后悔
吗？”是她听到最多的问题。“社区工作多么鲜活，多么充满温度
和魅力”，她的答案不言自明。

■ 盛弘（中）热爱鲜活的社区工作

今日论语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这位家长也想“疯

一会儿”。近日，江苏一家长称老师要求家长批
改作业、辅导功课，使得自己承担了老师应负

的责任和工作，大呼“我就退出家长群怎么了”。

真是被逼“疯”了，这是一声毫无顾忌的
“呐喊”。这名家长问道：“教是我教，改是我改，

之后还要昧着良心说老师辛苦了， 到底谁辛

苦？ ”在微博上这条消息因“疯”转登上热搜榜。

许多家长留言，认为这声喊替自己说出了不敢

说的话，也有人善意提醒这名“胆大包天”的家
长：“你是痛快了，你的孩子在学校怎么办？ ”

如果不是被逼得忍无可忍， 试问哪一位

“胆肥家长”敢如此开罪老师？不久前，一位爸爸
在家长会上嚎啕大哭的视频在网上热传。 事情

的起因是他经常不回复家长群的信息，家长会
上被老师点名批评， 他感到压力巨大忽然崩

溃。 这位爸爸即便哭一次，也不敢“疯一次”，得

罪了老师，“你的孩子还混不混”真是个问题。

老师本是传道、授业、解惑的先生，但现
实中，不排除有些老师“屁股决定了脑袋”，滋

生出居高临下、颐指气使的习气，把家长当可
随时支配的资源，甚至拿来当“出气筒”。现实

生活中，就有人在“家长群”因一句话没说好

得罪老师，怕祸延孩子，弄得长期失眠精神抑
郁；最近浙江还有一所学校要求“家长自愿参

加校园大扫除”， 一名家长因没看到群通知，

后被指责不尊重集体和老师而被“约谈”。

当然， 站在老师的立场也有委屈， 一方
面，学校的成绩考评大棒高悬头顶，成绩确实

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家长也迫切希望孩子能

考出好成绩；另一方面，社会舆论减负呼声不
断，教育管理部门也要求不留大量作业。没有

办法，教师即把更多责任转移到家长身上。

百业自有分工，不能让天下父母都来当老

师，重新捡起小学的各种课程，还战战兢兢怕
当不好。 家长都有自己的工作，让家长随时及

时回复信息，也是非常无理的要求。 作为教育

工作者，这种习气和品性还真得改一改，教育
管理部门也要管一管。 同时，相关部门还是要

在根子上，想方设法减轻教师的压力，设置更
为人性化、合理化的短期、中期、长期考评制度。

建“家长群”是为了方便家校联络，当家

长群变成“压力群”，不要也罢。 退群，也没什
么大不了，该反思的恰恰是建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