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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 老港基地黑水虻养殖车间 ■ 磨刀服务大受小区居民欢迎

老旧小区物业升级服务 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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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港生态环保基地，一

个围绕湿垃圾资源化利用的黑

水虻养殖示范项目效果惊人：

当生产线开足马力后，能让5亿

条黑水虻幼虫一起“打工”，每

天都能吃掉50吨湿垃圾残渣。

从引进到小规模实验，再

到工厂化、规模化运作，如今一

块新的空间已为它们预留——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三期

项目正在抓紧施工。“项目建成

后，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一、二、

三期湿垃圾日处理规模可达

4500吨，资源化产品覆盖新能

源、新型饲料、新型肥料三大领

域，老港基地也将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湿垃圾深度资源化利用基

地。”老港开发公司规划发展部

（工程技术部）副经理陈凯说。

幼虫吃垃圾
“湿垃圾以往主要通过厌

氧发酵、好氧堆肥等工艺处

理。但这些方式都有缺点，一

是周期太长，二是分类利用并

不高效。”上海城投老港基地

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曰

丰说，如今基地通过“黑水虻”

最新研究成果，找到了湿垃圾

的“生物转化工艺”。“黑水虻

是一种资源化昆虫，生长周期

很短，资源转化效率却很高。

孵化后的幼虫会经历7天左右

的‘暴食’期，其间能吃掉相当

于自身体重200倍的湿垃圾，体重则相应增

长数十倍。”

此前项目团队进行了多次比对实验，尝

试过蚯蚓、家蝇等昆虫，最终选择了黑水虻。

吴曰丰说，黑水虻处理湿垃圾的效率非常高，

没有残渣，转化过程也很“给力”，它的虫粪是

优质肥料，虫体是优质蛋白。

在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二期项目基

地，记者看到整个厂区没有工作人员，只有机

械臂和传送带在不同的箱体间运转。养殖车

间分孵化区、养殖区和布料收割区，在黑水虻

成虫长到最肥壮时会由传送带

送到后处理车间的筛分机器

上，通过两级振动筛旋转，实现

“虫粪分离”。

成虫养水产
上下游产业链的畅通，是黑

水虻能迅速打入市场必不可少

的一环。目前，每天约有5000万

条黑水虻成虫从养殖车间筛分

出来，大部分用于水产养殖，也

有少部分烘干作为动物饲料的

添加剂。“黑水虻成虫水产养殖

特别香，很多养殖户抢着要。”在

吴曰丰看来，利用黑水虻处理餐

厨垃圾，既可以实现厨余垃圾资

源化、减量化、无害化，又能获得

养殖收益，可谓经济效益与环境

效益双丰收。

如今，老港基地内已建成

国内规模最大、自动化和安全

水平最高、生物转化产业链最

全的黑水虻养殖示范项目。然

而吴曰丰并不满足，他告诉记

者，“在建的上海生物能源再利

用中心三期项目已为这个黑水

虻养殖预留了新空间。根据它

们的表现，未来可将湿垃圾残

渣消纳能力扩大至450吨/日。”

机械轰鸣作响，运输车辆、

工作人员穿梭不停……记者在

三期项目现场看到，建设者正忙着

进行厌氧罐体组装。作为上海市

生活垃圾全程分类体系“补短板、

提能力”的重要项目，这一项目设计处理规模为厨

余垃圾2000吨/天，主要服务中心城区及浦东新

区，计划2025年5月建成。

“目前，已经实现全量运营的上海生物

能源再利用中心一、二期，总规模为处理湿

垃圾2500吨/天，其中餐饮垃圾1300吨/天，

厨余垃圾1200吨/天。”陈凯介绍，项目三期

建成后，老港生态环保基地每日湿垃圾总处

理规模可达4500吨，将成为全球规模最大

湿垃圾深度资源化利用基地。

本报记者 裘颖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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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洋伞！”“阿有啥格

坏格皮鞋修 ?”“削刀……

磨剪刀！”……曾几何时，这些

叫卖声是老上海市井弄堂间

一道不可缺少的风景。时光

走远，叫卖声消失，磨刀、修

伞、配钥匙等的日常刚需还

在，习惯了修修补补、物尽其

用的老人却很难找到这些妙

手师傅了。

在虹口区巴林小区中心广

场，数十位穿着白色背心的师傅

一字排开设摊，为居民提供修

伞、磨刀、理发、配钥匙等便民服

务，吸引了数百名居民来“赶

场”。日前，上海市物业管理事

务中心探索建立“物业+”新模

式，送便民服务进入全市4000

多个老旧小区。

磨刀师傅摆开架势
一条长凳、几块磨刀石、一

个手摇砂轮、一瓶清水，这便是

磨刀张师傅的全部行头。

看张师傅坐定，黄阿婆递上

一把锈迹斑斑的菜刀：“老师傅，

我这把菜刀十多年没有磨过了，

请你帮个忙。”

张师傅拿起菜刀，先在砂轮

上打磨，把钝口磨掉后，便在磨

刀石上“大展拳脚”。他在两块

粗糙程度不同的磨刀石上打磨

后，再用小磨刀石仔细地将刀刃

锋磨利，根据刀面受损的程度精

细打磨。磨刀过程中，他不时地在磨刀石上

浇一层水，不仅润滑，还能起到降温作用。每

磨十来下，他就用手指在刀刃上轻轻刮一下，

或眯着眼看看刀刃，直到刀口发青、亮出锋芒

为止。最后，他用布头将刀擦拭干净，放心地

递还给黄阿婆。

磨了一把刀的工夫，就看见十多位居民

在摊前排起了队，有用布袋提的，有用报纸包

的……张师傅赶紧打招呼：“磨刀是个慢活！

半天大概磨十来把刀，优先为行动不便的老

人磨刀，请各位见谅。”

在配钥匙摊位旁，俞师傅

每配好一把钥匙，都会用卡尺

量一下，并用砂纸打磨好新配

的钥匙齿，再关照居民：“回家

试试，如果有问题，随时来找

我！”

“我现在年纪大了，总是

丢三落四，今天特意来多配两

把钥匙。”居民田芳说，自己的

腿脚不太好，外面跑得少，很

难找到配钥匙的小摊位。如

今，便民服务送进小区，解决

了老年人的“烦心事”。

理发阿姨重操旧业
在理发摊位旁，张美珍阿

姨自豪地对居民们说：“阿拉是

十七元八角四分！”

好多位老居民“秒懂”暗

语，纷纷围过来排队：“侬结

棍！今朝也帮阿拉理个发！”

原来，40多年前张美珍进

国营理发店做学徒，每月工资十

七元八角四分，这个数字也成为

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十七元

八角四分，绝对是老师傅了！”

张美珍也是巴林小区的居

民，退休后一直在小区里做志

愿者，从未摸过剃头刀。“我只

会剪老式发型，身边人都喜欢

时髦的发型，吃不开啦。”张美

珍也想得开，退休后，她用白棉

布包裹起自己的剪刀、剃头刀，

准备多享几年清闲的福。

得知便民服务进社区要为老年人提供贴

心服务，张美珍想到自己的理发特长，或许在

老年朋友中有“市场”，于是主动报名设摊提供

义务理发服务。“一歇歇工夫，我为七八位老

人理了发，让他们满意而归。”

在张美珍的摊位旁，来自上海市物业管

理事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正在教居民如何通过

全新改版的“上海物业”微信公众号进行日常

报修、获悉白蚁防治方法、查询维修基金等；银

行工作人员则在普及防骗反诈小常识。

本报记者 杨玉红

上海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三期项目采用先进的“预处理+高低浓度协同厌氧”主体工

艺，能将综合残渣率有效降低至  %以内。投入运营后，通过沼气提纯制备压缩天然气、有

机残渣养殖黑水虻等手段，可年产毛油    余吨、炭基有机肥     余吨、压缩天然气8

万余吨，年处理湿垃圾将达到  万吨。在一期、二期基础上，三期将构建三厂协同

机制，进一步探索资源化利用手段。通过重构三厂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实现

三厂物料综合调配、能源梯级利用、信息互联共享，协调一、二、三期有机残渣的深

度处理和污水的提质增效，显著提高生物能源再利用中心全厂运行的可靠性，实

现降本增效、节能减碳，提升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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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    年以前建造的老小区有近    个，这些小区物业费低，物业服务水

平也较低。如何提高老小区物业服务品质，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是各方关注热

点。“之前我们在基层调研时，不少居民反映找不到磨刀、配钥匙的服务点很头疼。”上

海市物业管理事务中心主任徐建福说，为切实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他们探索“物

业+”新模式，倡导物业行业发扬贴近百姓、为民解忧的传统工作方法，推出便民服务

进老小区一系列活动。“在试点基础上，我们会分析居民需要的便民服务类型和频

次，逐步建立长效工作机制。”他说中心正在排摸各区资源，结合居民日常生活需

求，设立便民固定服务包和活动周期，为更多老旧小区送去有人情味的生活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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