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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本报讯（记者 张立 摄报） 筘布拼

接旗袍、精美手包、创意满满的玩偶

……9月 1日，位于竹亭路 141号的叶榭

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恢复开放，并

于当天举办了今年首场筘布展览活动，

吸引了不少市民前来体验。

筘布拼接，手工缝制，胸口的小花

为藏蓝色的裙子增添了一丝别样风

情。“这些老布我们小时候也有，但没

想到可以做成这么漂亮的裙子。”体验

馆内，市民秦玉英仔细观摩眼前的一

款旗袍。筘布做成的旗袍、手包、玩

偶，甚至还有笔记本，“变身”后的筘布

让前来参观的市民不住点头，“可以重

温 儿 时 回 忆 ，还 能 体 验 到 现 在 的 创

意。”秦玉英说道。

据悉，叶榭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

馆是继镇社区文化中心非遗展厅之后，

该镇开设的首家非遗体验馆。恢复开

放后，体验馆将举办为期两周的筘布

展，市民可免费参观。“以后还会有筘布

技艺、手作等活动，市民可以前来体

验。”叶榭镇文体活动中心主任沈忠妹

介绍道。

从举办筘布展到筘布体验，在非遗

文化传承上，叶榭镇以“走进闹市、走近

人群”的原则，依托体验馆，让更多的非

遗爱好者有空间、有机会品味非遗的现

代传承。

据悉，下一步，包括竹编、草龙、软

糕等 8 项来自叶榭地区的非遗项目都

将在此展出，相关体验活动也将不定期

开展。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我们老小区也要有大变化

啦！”这两天，永丰街道玉乐小

区传来喜讯，小区刚刚完成了

两幢单元楼加装电梯合同的

签约，实现了小区加装电梯零

的突破。

玉 乐 小 区 建 成 于 2003
年，属于永丰街道第一批动迁

安置基地。小区老龄化现象

相对严重，居民对于加装电梯

的需求和呼声也越来越强

烈。经过居委会电话和上门

征询，99 号、177 号楼的居民

加装意愿较强。在居委会、街

道房管所、加装公司多方讨论

后，99 号、177 号楼被认为是

小区内加装电梯的最佳选择。

尽管初步意向达成，但真

正到了业主协商阶段，还是遇

到了不少困难。部分住在低楼

层的居民提出类似“装电梯对

我家有什么好处？”的疑问，还

有居民因为对相关政策不了解

和采光问题等而犹豫不决。

针对居民的种种疑惑，玉

乐居民区党总支发挥党建引

领作用，通过社区干部、党员、

志愿者、楼组长宣讲征询，以

电子屏、宣传横幅、道旗等宣

传方式推动加梯工作。在此基础上，居委会还要

求电梯加装公司“挂图作战”，让报备流程一目了

然，进一步消除居民的顾虑。

“经过我们多轮宣传以及多次召开协商会

议，很多愿意加装电梯的居民心情更加迫切了。

原本摇摆不定的，听了政策解读后，发现还可以

通过公积金贷款和低息贷款缓解付款压力，都表

示同意加装；原本反对的，在经过多方沟通后，也

选择了支持。”玉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朱伟透露，

居委会还搭建了协商平台，推动居民形成共识，

明确电梯交付使用后电梯维护保养单位，落实电

梯维护保养和使用安全管理责任。

在各方人员的不懈努力下，8月 13日，177号

楼的业主在居委会大会议室签下了既有多层住

宅加装电梯资金筹措分摊协议，并协商确定了电

梯账户资金管理事宜。一周后，99号楼的业主也

完成合同签约。“我们离有电梯的生活更近了。”

签约仪式现场，居民赵先生藏不住满脸的笑意。

本报讯（记者 宋崇） 头顶日光，脚

踩淤泥，“缓冲慢抬”间，收获一段段“白

白胖胖”的莲藕。眼下正是莲藕上市季

节，在佘山镇辰山村的一处藕塘，藕农

们正紧抓农时忙着采收，藕塘里一派繁

忙景象。

8月30日上午，记者来到辰山村，藕

农张德宝正在塘里挖藕。见到记者前

来采访，热情的他邀请记者下塘体验一

番。换上采藕作业的皮衣皮裤后，记者

慢慢地往藕塘中心挪步，每挪一步都要

使劲把脚从泥中拔出。

在藕塘里行动已然不易，要想挖

出藕来更是讲究技巧。“藕是横着生长

的，要用高压水枪顺着冲，然后慢慢地

抬起来，顺着往上拽。”张德宝介绍，挖

藕需要细心，不仅要在塘底淤泥里用

手仔细摸索，还要“缓冲慢抬”，一旦挖

断就会影响其价值。此外，偌大的藕

塘，哪里挖过，哪里没挖，都要记牢，避

免重复作业。

“每次下塘挖藕少时需两三个小

时，多时达七八个小时。”张德宝坦言，

穿着皮衣皮裤长时间泡在水里作业，

潮湿难耐。虽然辛苦，但所幸今年天

公作美，藕塘喜获丰收。“今年基本没

有受到台风影响，加上日照充足，莲藕

长势良好，每亩藕塘能收获约 1500 公

斤莲藕，有些甚至可达 2000 多公斤。”

张德宝笑言，今年的莲藕售价也较往

年高，每公斤能卖到 12 元左右，心里

美滋滋的。

莲藕营养丰富，食用方法也很多，

可清炒，可油炸，可凉拌，还可煲汤，口

感可脆可糯。家住佘山的周根云对烹

制莲藕也颇有心得，最常做的就是藕片

夹肉、糖醋炒藕和三鲜炒藕丝。周根云

告诉记者，莲藕最好现买现做，放久了

容易影响口感。他还分享了一个莲藕

保鲜的小秘诀：把莲藕洗干净放在清水

里，每天换水，一个星期仍能保持白嫩

鲜脆。

地产莲藕迎丰收 农户钱袋鼓起来

筘布变出新花样 非遗传承有实招
叶榭镇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馆恢复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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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

天蔚） 8月 31日上午，

松江区医保局迎来一个

特别的“参观团”。这个

13人“参观团”，由区人

大代表、定点医药机构

代表、长护险机构代表、

社区事务受理中心代表

和居民代表组成，他们参

加了当天区医保局主办

的2022年政府开放日暨

“我与群众面对面”活

动。在活动中，代表们

“沉浸式”参观体验医保

综合办理窗口，“零距离”

交流互动新医保政策。

在区医保局工作

人员的陪同下，代表们

走进区行政服务中心

综合业务办理窗口，了

解当前松江医保经办

服务，感受医保电子凭

证在办理医保业务过

程中带来的便利。在

现场，居民沈小红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开通了“随申办”医保电子凭证。事后，

她连连感叹：“有了电子凭证，忘了带医

保卡一样可以办业务，好方便。”据介绍，

通过医保窗口和市民服务窗口的深度融

合，医保电子凭证、医疗保险业务自助

机等数字化手段，居民足不出户即可完

成零星报销等多项业务，进一步实现医

保高频业务的“掌上办”“随时办”。

活动中，代表们还围绕基层医保经

办工作的“难点、痛点、堵点”纷纷提问，尤

其是有关最新医保家庭共济政策方面的

问题。比如，“什么是个人账户家庭共济

使用？”“组建门诊共济家庭网后，本人的

医保卡是否可以给家人使用？”“组建家庭

共济网以后，我还能不能退出？”……区医

保局相关负责人一一予以解答，通过对医

保政策法规的系统性解读，破解政策宣传

难题，让群众“零距离”接触医保，促医保

服务提质量，让医保经办有准度。

作为参与现场活动的代表之一，岳

阳街道高乐居民区党总支书记赵敏勇

说：“通过面对面、零距离观摩和交流体

验，我增进了对医保工作的了解与信

任，回到自己的岗位后可以更好地为居

民答疑释惑了。”接下来，区医保局将深

入开展“医保三人行”政策宣讲活动，将

医保政策真正送到基层，不断增强参保

群众的医保新体验。

本报讯（记者 李爽）“之前带孩子

来看病，每次都得自付一些费用，这次

居然一分没花。”日前，市民金女士带女

儿到松江区中心医院就诊。自助结账

时，她惊喜地发现，家庭医保共济组网

后，不用再“自掏腰包”，一次性刷卡即

可直接扣减，“方便了不少”。记者了解

到，目前，松江各医保定点医院均已开

通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结算。

今年 7 月 1 日起，上海市启动医保

家庭共济组网，本市医保历年账户有结

余的职工医保参保人，可自愿组建家庭

共济网，将本人已参加本市职工医保或

者居民医保的配偶、父母、子女作为共

济成员。组网后，职工医保个人账户的

历年结余资金，可以给家庭成员使用。

8月1日起，已组网的家庭共济成员可逐

步在本市定点医药机构使用共济资金

就医或购药。

松江区中心医院第一时间启动医

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结算，截至 9 月 1
日15:30，该院使用共济账户门诊支付共

933 笔 ，共 济 账 户 交 易 金 额 67004.74
元。其中，窗口结算支付430人次，自助

机自助结算支付 503 人次，待遇享受共

计 302 人。采访时，记者还遇到了与金

女士一样对该举措赞不绝口的薛女

士。“我爸妈有慢性病，常年吃药，医保

卡里的钱不够用，我自己的又用不掉，

现在这样就很好，爸妈医保卡里的钱用

完了，就可以用我的了。”薛女士说。

“个人账户家庭共济使用一方面

能提高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避免个

人账户资金的过度沉淀，同时也有利

于减少家庭现金支付，减轻家庭经济

负担。”区医保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职工医保账户内有历年结余资金

的本地参保人员可作为组网人，将同

样在本地参保的本人直系亲属及配偶

加入共济组网，可以省去起付线以下

的自付支出。而今年第四季度，上海

还将启动共济资金为家庭共济成员共

济缴费，医保家庭共济网覆盖的结算

场景将进一步拓展。

记者了解到，松江各医保定点医院

均已开通医保个人账户家庭共济结算，

符合医保家庭共济组网资格的市民可

在“随申办市民云”App 或“随申办”微

信、支付宝小程序中搜索“医保个人账

户家庭共济”，进入相关页面办理组网

相关事宜，如遇问题可拨打医保咨询服

务热线12393。

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实现家庭共济结算
松江各医保定点医院均已开通

本报讯（记者 宋崇）“这几家饭店终于整改

了，特别是把烟道延伸到南面后，离居民区比较

远，大大减少了对我们的影响。”广富林街道保利

西子湾居民区居民孔宪忠说。近期，区生态环境

局联合相关部门组成的餐饮综合整治小组对该

处餐饮店油烟扰民问题进行了集中整治，整治成

果获得了居民们的认可。

“我们小区附近商业街有几家饭店，炒菜的

油烟以及噪声一直困扰着我们。”孔宪忠告诉记

者，很多居民向居委会和物业反映这一问题,居委

会向街道上级部门进行了汇报。“随后，街道牵

头，联合生态环境、安监、城管等部门开展整治，

前前后后开了多次现场协调会。”西子湾居委会

工作人员庄琴琴介绍。

经过走访取证，餐饮综合整治小组确定了餐

饮店扰民的经营主体和扰民类型，并制定出了详

细的整改方案。经过协调，相关餐饮店表示愿意

配合整改。记者在现场看到，整改后，从饭店原

先的排烟口延伸出了多根管道，将油烟排放到了

七八十米开外的位置，大大减少了油烟对居民的

影响。

事实上，长期以来，油烟扰民问题并不鲜见，

为此，早在 2020年，区生态环境局就联合其他相

关部门组成了专门的餐饮综合整治小组，按照

“关闭一批、整治一批、完善一批”的方式，持续推

进全区餐饮综合整治。“一般接到投诉以后，我们

会采取‘三个第一’：第一时间联系，第一时间到

现场检查，第一时间反馈，快速、妥善处理每一件

信访件。”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杨耀

杰介绍。

杨耀杰表示，在执法检查中，如果遇到没有

安装油烟净化器，或是没有清洗油烟排放相关设

备的，执法部门会责令商家立即整改；如遇产生

噪声、污水等情况，也会联系相关部门督促改

造。如果整改不到位，执法部门会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对其进行处罚，并协助整改。

记者了解到，近两年，餐饮综合整治取得了

显著成效，今年 1月到 8月，区生态环境局共接到

油烟餐饮投诉202起，扣除疫情影响，同比下降了

28.1%。

保利西子湾附近
餐饮店完成整改
烟道延伸数十米，油烟不再扰民

9月1日，松江云间会堂文化艺术中心正式启用。当日，“明星之路”——松江版画十年精品展开展，展览至11月1日

结束。图为市民在展厅观看欣赏版画的场景。 记者 岳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