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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受命
新世纪初，杨戌雷进入该厂工

作，凭着刻苦的精神和出色的能

力，22岁时就成为厂里排水系统最

年轻的泵站站长。

2011年，白龙港建成消化、干

化、脱水全链条污泥处理中心，在国

内首次采用大规模污泥处理“混搭”

工艺。之后两年多，他以厂为家，把

几千根管道都研究透了，复杂的工程

系统被印刻在他的脑子里，他以最短

时间全面接管了污泥三大系统。

尽管有粉尘泄漏、沼气爆炸、硫

化氢中毒等安全风险，杨戌雷却没

有退缩，他带领着平均年龄只有26

岁的团队迎难而上，严格按章操作，

既打消了大家的顾虑，也让他们明

白遵守安全规范的重要性。

突破难关
2023年，杨戌雷带领团队研发

出关键技术，显著提升污泥处理效

率，年污泥处理量新增近1200吨干

基，带来经济效益约3100万元，为

国家污染物减排和环境保护作出

杰出贡献。

面对城市污水处理厂高能耗的

挑战，杨戌雷团队首创厌氧动态膜

成套装备，克服原有工艺难点，使污

泥中有机物降解率远超原有标准，

自主发电量更是传统工艺的近6

倍。经过无数次尝试，杨戌雷在20

种膜材料中找到最符合工艺特性的

膜组件，为行业提供了重要参考。

近年来，国内污水处理设备主

要依赖进口，技术被国外垄断，存

在着价格昂贵，维修成本高等痛

点。杨戌雷通过探索国内首创的

污泥技术新路径，改造原有设备，

避免粉尘外溢，以极低成本替代了

国外昂贵的改造方案。此外，他还

带领团队攻克进口薄层干化设备

的技术难题，研制出国内首套市政

污泥薄层干化设备，性能与国际品

牌相近，但价格更低。

无私带教
污泥处理行业也面临人才短

缺。为了培养更多紧缺人才，杨戌

雷以“劳模创新工作室”为阵地，运

用实训场地、多媒体教学等手段，指

导职工岗位操作和理论知识学习。

坚持是最可贵的力量。杨戌

雷常说，自己能有今天的成长，离不

开老师傅手把手的带教，他希望能

将污泥处理的绝技传承下去。为了

让更多“戌雷式”劳模工匠涌现出

来，2023年，“戌雷学院”应运而生。

一带十，十带百，人才成长渠道畅通

了，促进了水务事业发展，带动了一

批批青年工匠不断成长成才。作为

“戌雷学院”的首席讲师，杨戌雷以

党代表、先进劳模的“双带头”身份，

切实担负起党建创新、科技攻关、教

育培养等多重重任。青年工匠都

说，戌雷师傅是他们的标杆，要成为

像他一样的大师、劳模工匠。

本报记者 解敏

本报讯（记者 裘颖琼）外卖餐

饮上的“小封签”，正日益受到餐饮

商家重视。记者从前天举行的第四

届外卖食品安全封签快闪暨直播活

动启动仪式上获悉，11月，上海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委托第三方开展上

海市餐饮外卖食品安全封签使用情

况评估，结果显示，被抽查单位

100%使用外卖“食安封签”（含订书

机打钉子和塑料胶带形式）。这次随

机抽查范围为全市32个商圈内共

1125户涉外卖餐饮服务提供者，43

个涉外卖餐饮连锁企业总部下共126

户下辖门店，总计1251户涉外卖餐

饮服务提供者，覆盖本市16个区。

上海市市场监管局从2019年

起推广外卖“食安封签”，从试点引

导到全面推广，“食安封签”样式越来

越多样，从早期“简易贴”，升级成如

今许多商家定制“专属贴”“创意贴”，

“小封签”从无到有、从有到优，有效

避免外卖配送过程中可能受到的二

次污染，减少消费纠纷。目前，上海市

场上的食安标签主要有三类：一次性

粘贴、包装袋粘贴、餐盒安全锁。

记者在“食安封签”展示墙上看

到，不少“小封签”不仅有商户的标

识，还附上有趣的“祝福语”和“温馨

提示”，比如“开启好运”“外卖无法

100%还原刚出锅滚烫鲜美的feel，

堂食口感会更棒”“收餐时请确认封

签完整”等等。松江区市场监管局

推出的公益版“食安封签”，扫一扫

上面的二维码，还能查询相关餐饮

店的食品安全状况、食材溯源、明厨

亮灶等信息，妥妥是一枚“信息贴”。

“食安封签”会给商户带来哪些

好处？苏小柳静安大悦城分店店长

刀绍鸣告诉记者，在使用“食安封签”

前，曾有门店发生过顾客投诉骑手送

餐，但打开餐食袋，里面的食物已被

他人取走。使用“食安封签”后，不仅

可以避免这种状况的发生，而且也让

消费者感到商家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近年来，外卖行业蓬勃发展。

在上海，从事网络餐饮外卖的餐饮

服务单位6万余家，占全市餐饮服

务单位总数的60%，每天餐饮外卖

订单量近300万单。上海市市场监

管局有关人士表示：“下一步，市市

场监管局将继续鼓励全市外卖餐厅

使用‘食安封签’，也希望扩大消费

者对‘食安封签’的知晓度。”

  多年坚守水环境治理最后防线
——上海城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蓝领专家杨戌雷的故事

上海餐饮外卖“食安封签”抽查结果：使用率100%

从“简易贴”升级到“创意贴”“信息贴”

上海体育馆，一个记载着上海乒

乓悠久历史的场馆，上海人更习惯

于称之为“万体馆”。值此辞旧迎新

之际，它将再度见证乒乓辉煌——乒

超联赛总决赛将于12月30日至

2025年1月1日举行，包括上海队

在内，第一阶段产生的男团、女团各

四支队伍将在这里迎来巅峰对决。

从CBA上海大鲨鱼的主场赛

场到乒超总决赛的赛场，上海体育

馆一夜完成“变身”！昨天下午，上

海乒乓球队在这里开启赛前的第一

堂训练课。“乒乒乓乓”的交响曲，再

次在万体馆奏响。

功能转换无缝衔接
12月27日晚，万体馆内响声震

天，现场观众见证了上海男篮完成

赛季十连胜的骄人战绩。而在幕

后，转场工作已经开始了。男篮比

赛开始前，场馆方已经优先完成体

育馆吊点搭建工作。比赛一结束，

场馆方立即启动转场工作，不到三

小时，便由CBA主场竞赛模式切换

至空场状态，施工人员无缝衔接进

场搭建，到12月28日中午，就完成

了基本赛事功能的转换。

场馆正中央，是一块长方形的

舞台，中间的红双喜彩虹球台已安

装就位。正对着舞台中央的一面，

也有一块长方形舞台，背后竖起一

块高清大屏，边上配以数块大小不

一的屏幕，显然，这是为运动员出场

和颁奖而准备。届时，现场声光电

效果将打造出什么样的“乒乓嘉年

华”，令人充满无限遐想。

在体育馆地下区域，训练场也

已布置停当，红双喜球台、地胶和挡

板已悉数安装好。上海红双喜股份

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管亚松向记者

透露，在赛场展示区，还将展示巴黎

奥运男团和女团两张签名球台，现

场更有桃红色球桌等，欢迎乒乓爱

好者来玩……仿佛让人回到2005

年第四十八届世乒赛的日子，每一

位工作人员都在热火朝天地为赛事

服务。

国乒在此包揽金牌
明年，上海体育馆将迎来50岁

的生日，而它与乒乓球运动的情缘

更是悠久绵长。

1975年，圆形的上海体育馆拔

地而起，这座可容纳1.8万余名观众

的体育胜地一跃成为当时的地标性

建筑之一。作为当年全国规模最大

的现代化综合性体育馆，也是上海

第一座万人体育馆，上海体育馆承

接的第一场重量级赛事便是国际乒

乓球友好邀请赛。

2004年，为了举办第四十八届

世乒赛，上海体育馆进行了第一次

改造，馆内座位全部更换，铺设了两

兆的光缆，增设无障碍设施……第

四十八届世乒赛筹委会副主任兼秘

书长、时任上海市乒协会长、中国乒

协原副主席陈一平透露，当时办赛

前，也曾有过忐忑，但最终圆满完

成。这届世乒赛上，中国乒乓球队

包揽全部五枚金牌，实现金牌破百

的伟大壮举。上海选手王励勤获得

男单冠军，高高捧起圣 ·勃莱德杯。

“我至今认为，在上海举行的第四十

八届世乒赛是国际乒联历史上办得

最好的一届世乒赛。”陈一平如此感

慨。而作为当时赛事的“男主角”，

面对即将拉开大幕的赛季中国乒乓

球俱乐部超级联赛总决赛，中国乒

乓球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乒协会长

王励勤感慨道：“一晃过去快20年

了，乒乓球重返万体馆。”

2017年12月，徐家汇体育公园

项目的升级改造拉开大幕，上海体

育馆在保持原有风貌的基础上，不

仅进行结构加固，还做了大量专业

服务功能的升级。时隔近20年后，焕

然一新的万体馆喜迎国球“回家”。

2005年，15岁的许昕正在为进

入国家一队而埋头苦练，8岁的樊

振东已在青少年赛事崭露头角，他

们都在电视机前看着前辈王励勤在

世乒赛夺冠。如今，两位上海乒乓

的顶梁柱和队友将首次来到万体

馆，向乒超最高荣誉发起冲击。王

励勤向记者感慨：“上海的市级业余

比赛丰富多彩，我们也希望引进更

多全国性专业赛事，不断完善赛事

体系，而专业高水平赛事有助于带

动乒乓球项目发展。”

本报记者 陶邢莹

万体馆巧“变身”喜迎国球“回家”
奥运签名球台现身赛场 申城乒乓高手悉数登场

中国式现代化奋进者

■ 杨戌雷正在对设备进行巡检

上海是座超大型城市，每天污水产
生量达   多万吨，相当于  个西湖，同
时还伴随大量污泥产生。上世纪  年
代，污泥处理以填埋方式为主，但随着
城市发展，这种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

“治水又治泥”成了上海水环境治理中
亟待解决的难题。位于海边的上海城
投污水处理有限公司白龙港污水处理
厂是城市水环境治理的最后防线，污泥
处理车间主任杨戌雷，在此坚守  多
年，默默守护上海的“净水”使命。

年终岁末，忙得

有点喘不过气，前日

重读《小王子》，看到

那句“所有大人都曾

是小孩，只是我们忘

记了”，顿觉释然。提

醒自己多留点时间，

和藏在内心的那个孩

子聊聊天。

作家余华最近建

议，年轻人多读一些

“没用的书”，引发热

议，登上热搜。从小到

大，大家读了太多写满

知识点的实用书。在

“有用”的独木桥上负

重前行，越卷越累，甚

至对阅读本身失去兴趣。

在“效率至上”的今天，生

活被剪成一惊一乍的  秒碎

片，电影被浓缩成“小帅小美”

的 分钟旁白，文科被妖魔化

为低薪低端服务业，连阅读也

被“有用、有效、有收益”绑定，

好像每翻一页都要换到实实在

在的回报才不亏。

那些家喻户晓的作家、导

演、音乐人，谁是靠“有用”来赢

得爱戴的？他们以独特经历和

视角，带我们神游辽阔世界、感

悟复杂人性，用更柔软的心去面

对生活。村上春树的猫、酒吧、

跑步，与成功学无关，却如香醇

咖啡，温暖人心；余华笔下的福

贵，笑对人生苦难，传递“活着”

的勇气。看似无用，但背后的情

绪价值、松弛感和自省，帮助我

们成长为更完整、更有趣的人。

余华的建议，亦是提醒：莫

让功利绑架了读书和生活，要

放下实用主义的条条框框，摒

弃浮躁、功利和狭隘，放眼更长

的时间维度。若学习只为考

试，深造只为求职，工作只为升

迁，你以为的那些“有用”，很快

会变得“无用”。

别去纠结哪些书“有用”或

“无用”了，只要能被文字打动，

暂时忘却烦恼，它就“有用”。

当“无用之书”带我们通往诗

和远方，它就有“大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