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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融媒体中心新闻热线

□记者 张立 通讯员 姜南妤

不离乡土、不离乡邻、不离乡音、不

离乡情，叶榭镇的互助式农村养老服务

模式擦亮了当地老年人的“幸福底色”。

叶榭镇 60 岁以上老龄人口占户籍

人口的 36.1%，人口呈现高度老龄化趋

势，农村养老的难点、堵点亟需解决。对

此，镇党委积极探索基层党建与农村养

老的融合路径，聚焦“老有颐养”，通过

“内环”助餐服务、“中环”综合为老、“外

环”贴心服务，打造幸福养老生活圈“三

闭环”，探索“原居养老”新模式。

“10分钟步行圈”
打造为老助餐“内环”

老年人助餐服务是社区养老的重要

内容，叶榭镇充分考虑农村区域面积大、

老年人居住分散等特点，打造老年助餐

服务“10分钟步行圈”，使得老年助餐的

网络不断延伸。目前全镇已建立老年助

餐服务点5个，统筹各方资源，通过每餐

发放2到5元的爱心补贴等方式，让老年

人在家门口吃上物美价廉的暖心饭。

在加快建设居村级助餐点的同时，

叶榭镇老年助餐服务阵地不断升级。

依托党群阵地，将原有睦邻点提档升

级，优化设施布局，积极探索在村民家

中建设集助餐、睦邻服务、互助养老等

功能于一体的“幸福老人家”，满足农村

老年人多元化用餐需求的同时，推行村

民自治共治，采买、烧饭、组织活动皆由

村民自行发起。同时，逐步建立起“社

区食堂+助餐服务点+配送入户”多层

次助餐服务体系，扩大服务覆盖面。打

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探索养老助餐数

字化，子女可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上申请

助餐服务，通过审核后，老人即可在就

近助餐点用餐。

“15分钟活动圈”
延伸“原居”养老“中环”

面对老年人“原居安养”需求，叶榭

镇构建“中心综合服务圈—社区活动圈

—居家生活圈”的“15 分钟活动圈”，将

“原居”养老模式延伸到居村，依托居村

党群服务站点，从改善环境、更新设施、

提升功能等方面着手，大力推进“一站

式”综合为老服务建设，为织密“一中心、

多网点、全覆盖”的嵌入式养老服务网络

奠定基础，实现标准化老年活动室在居

村全覆盖，真正发挥养老阵地作用。

“孝美叶榭”综合为老服务中心选址

叶榭集镇区域，凝聚多方力量，引入心理

咨询、法律援助、社工等专业服务，融入

“智慧空间”信息助老功能室、“养老创客

空间”项目孵化基地、“袖珍屋”便民为老

服务区、“乡村记忆小屋”老年幸福约见

室，并结合睦邻中心、慈善超市打造特色

公共文化空间，增设医养结合的卫生服

务站，打造以“医学护老、文化娱老、社会

扶老”为亮点的为老服务核心枢纽，实现

“一体化功能升级”。根据农村老年人个

性化的需求，这里因地制宜嵌入送戏下

乡“小戏台”、红色电影、广场舞等功能，

并融入“百姓茶话会”的议事功能，让老

年人有机会“主动议”“敞开说”，发挥“夕

阳红”余热。

多元化贴心服务
构建“老有所乐”“外环”

近年来，多元化的贴心服务打出了

“孝美叶榭”文化品牌。“孝美叶榭”充分

发挥“幸福老人村”党群服务点优势，精

心打造松江首家“党建乡村文化营”，成

为老人与青少年共同“成长”的代际空

间，实现党建资源与乡村养老共建共

享。聚焦邻里关怀，叶榭镇将党员“双报

到双报告”、楼组党建与社区养老服务相

结合，打造“你好邻居”“四邻工程”等党

建项目，让邻里互助温暖人心。同时发

挥党员个人特长，成立党员先锋队、文明

劝导队、志愿服务队、邻里调解室等，为

社区老人提供疫苗接种陪护、红色代办、

网上购物等多样化服务，编织起了一张

充满人文关怀的“幸福网”。

而通过区域化党建和结对共建，叶

榭镇优化多元养老服务供给，实现乡村

养老、社会公益和文化活动共建共享。

多方力量参与下，区域内资源不断挖掘，

叶榭镇与立达学院、余天成等共建单位

阵地联建、活动联办、资源共享，常态化

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推出免费理发、助

医陪护、爱心义诊、健康讲座等服务；依

托毗邻党建平台，为镇域内困难老人发

放助医帮困卡，享受免费健康体检。

□记者 张立

旺盛的中秋宴刚刚过去，即将到来

的国庆节再次为餐饮行业带来高人气。

记者走访松江多家热门餐厅发现，包厢

需要提前十多天才能预订到，部分饭店

大堂的席位更是被多场婚宴“全包”，成

为今年国庆档餐饮业的“重头戏”。面对

市民在节假日期间增加的餐饮需求，餐

饮企业也推出了各类优惠措施，并在确

保提供好服务的同时，严格落实疫情防

控规定。

婚宴成为重头戏
包间预订要提前

“我们在9月18日就打电话，才预订

到10月3日的包厢。”市民庄先生告诉记

者，中秋节订包房的经历让他感受到今年

节假日餐饮业人气回归，“中秋提前一周

预订，问了几家老饭店发现都已没有包

房，所以这次就特地提前大半个月预订。”

“今年节假日预订情况特别好，如果

要订国庆档的包厢，起码要提前十天以

上。”金时代顺风大酒店一工作人员透

露，国庆 7 天长假，1 日到 4 日的所有包

厢都已经全部订空，4 日之后的包厢本

周也就要预订了，目前余量已经不多。

另一家“网红”餐厅的预订情况也一样火

热，现在仅剩6日晚上有一间空余包厢，

大堂则不接受预订。

松江老字号竹筷子相关负责人表

示，目前包厢虽有空房，但截至 9 月 16
日，预订率已经达到七成，而大堂则因为

婚宴预订没有空位，“很多上半年的婚宴

都推到了国庆节，适宜办婚嫁的好日子

已经全满了”。

沪华酒店负责人也表示，国庆节酒

店婚宴预订红火，“好日子的宴席全满，

与去年完全不一样”，今年国庆节，婚宴

的预订率甚至超过普通亲友间的聚餐，

成为国庆档餐饮业的“重头戏”。

团聚需求更强烈
消费热情成倍增

有餐饮业内人士分析，国庆档餐饮

红火的原因，一是市民想团聚的心在下

半年的节日里变得异常强烈；二是消费

者的消费热情也在政策支持下尤为强

烈，“上海现在购物节氛围浓厚，一定程

度上也助推了消费市场的红火”。

此外，记者在走访中还发现，对于更

多市民而言，节假日外出聚餐已成为一

种习惯。“现在外面吃饭方便，环境也

好。”市民李女士表示，加上疫情之后，商

家频繁推出各类优惠措施，“团购券、直

播代金券也越来越多，花费小几百元，一

家人聚在一起吃性价比很高”。也有市

民表示，节假日不出沪的情况下，“下馆

子”成为过节的重要“仪式感”。“酒店餐

厅菜系多，就当出去旅游吃美食吧，感觉

也不错。”市民赵先生说道。

防疫措施严格做
核酸证明不能少

记者了解到，对商家而言，国庆节餐

饮预订红火固然是好事，但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如何严格落实好防

疫规定也是一大挑战。

对此，有饭店表示，出示72小时内核

酸阴性证明、扫描场所码、测量体温都是

顾客进入餐厅用餐前必须做好的事，尽

力在严格落实各项防疫措施的同时，为

顾客提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在多家饭店看到，入口处均会配

备数字哨兵并安排相关工作人员做好扫

码工作，同时提醒顾客扫描场所码，确认

72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再完成体温测

量，佩戴好口罩后才可入内就餐。

也有部分饭店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

性证明。沪华酒店负责人告诉记者，根据

疫情防控动态形势，该酒店要求员工每日

做好核酸检测、体温监测，在岗员工需全

程佩戴口罩，就餐环境做好消毒工作，顾

客需出示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我们

会提前与顾客沟通，确保防疫安全，也做

好服务工作”。

本 报 讯（记 者

王颖斐） 文化展览、

汉服巡游、非遗古风

市集、“趣味游园”亲

子互动……9月28日

至10月20日，上海方

塔园将举办“千年人

文，魅力方塔”2022
年秋季文化游园会，

推出一系列丰富多

彩的文旅活动，供市

民游客参与体验。

活动期间，方塔

园内塔广场、心之园、

兰瑞堂等景点将分别

推出上海方塔园开园

40周年图片展、青少

年书法展及王勇刚花

鸟画作品展。其中，

上海方塔园开园 40
周年图片展将以珍贵

的历史图片为载体，

从不同角度展现方塔

园 40 年来的发展变

化和建设成就。10月

1日至5日，园内还将

设 置 5 处 拍 照 打 卡

点，参与活动的亲子

家庭可以前往指定地

点领取 40 周年限量

打卡纪念护照。

汉服巡游、非遗古风市集等互动体

验活动也将接连登场，市民游客在游园

赏景的同时，可以沉浸式感受不同特色

的民俗文化。据介绍，国庆假期期间，上

海方塔园将邀请民间匠人现场吹糖人、

做糖画、捏面塑，以及制作草编和手工风

车等工艺品。值得一提的是，假期首日，

还有演员将身着汉服开启国风游园活

动，届时将带着游客们一起载歌载舞，穿

过宋时古塔，行走在古朴的石板桥上，感

受“古风园林”的雅韵。

据悉，10 月 1 日至 7 日，凡关注“上

海方塔园”微信公众号，并身着汉服的游

客可享受免费入园优惠。

本报讯（记者 李爽 通讯员 金晶）“步

道边椅子多了，散步时坐一坐很舒服！”蒋泾

河边步道最近新增了许多崭新的座椅（见

上图），原来的旧座椅也都换上了“新衣”，让

家住岳阳街道庐秀新苑小区的李阿姨惊喜

不已。同样的场景，在岳阳街道部分绿道、

街边正悄悄上演。

据了解，岳阳街道为了进一步提升精细

化治理水平，针对辖区内的公共休憩座椅进

行了改造提升，通过微提升、微改造扮靓“美

丽街区”，让居民生活休闲更加舒心。李阿姨

晚饭后经常会去蒋泾河边的休闲步道散步。

与她一样，不少附近居民都会在蒋泾河边散

步、晒太阳、聊家常，累了随时坐下来休息。

李阿姨告诉记者，蒋泾河步道边每隔十几米

便能见到一把座椅。

据统计，岳阳街道近期改造提升了辖区

内的 73 处公共休憩座椅，其中新增 52 处座

椅，改造21处座椅，涉及蒋泾河沿岸，华亭老

街、中山二路两条商业街，以及景德路四处地

点。“希望这些座椅能让路过的居民随时能坐

一坐，让散步更加舒心自在。”岳阳街道城运

中心副主任姚伟黎说。

本报讯（记者 桂可欣） 台风过后，

冷空气开始刷“存在感”。本周，两股冷

空气接力南下，我国多地气温将创下半

年来新低。但是，记者从区气象局获

悉，本轮冷空气对松江的影响并不大，

所以茸城本月底入秋可能性不大。

未来 7 天，本区晴多雨少，以多云

为主，气温平稳，最低气温在 20℃附

近。而到了月末，受弱冷空气影响，

本区会有一次降水过程，气温将小幅

回升。

这两天，松江阳光正好，早晚凉意

渐显，已经有了秋高气爽的味道。上海

气象意义上的入秋标准是，连续五天日

均气温低于 22℃，则首日为入秋第一

天。目前，松江还在“白露”节气，常年

入秋时间在9月28日左右。区气象局预

计，由于本月末的新一轮冷空气不是很

强，松江今年于9月入秋的可能性不大，

大概率要到 10 月份才会迎来气象意义

上的秋天。

眼下这个季节，黄秋英、波斯菊盛

开，银杏树叶由绿色渐渐地变黄，广富林

郊野公园秋意显现。 记者 岳诚 摄

养老“三闭环”营造幸福晚年生活
——叶榭镇探索基层党建“激活”农村养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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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厢需提前预订，大堂被婚宴“全包”——

松江餐饮业已渐入佳境

本周气温整体平稳 入秋或将等到10月

街区更美丽 散步更舒心

岳阳改造提升
73处公共休憩座椅

通讯员供图

本报讯（记者 周雨余）

田间地头的稻穗压弯了秸

秆，加工车间里机器隆隆作

响，上海夏兴稻米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杨才荣的心头充盈

着丰收的喜悦。杨才荣介

绍，近期，合作社推出的“松

江大米”“国庆稻”销量喜人，

“还有不少顾客回购”。

上海夏兴稻米专业合作

社集种植、加工、销售于一

体，多年来坚持走绿色发展

之路。眼下优质品种“松早

香 1号”进入收获季，一袋袋

散发着浓郁米香的新米走下

生产线。得益于黄浦江源头

水资源的滋养，“松江大米”

香味浓郁、口感绵软柔滑有

弹性，受到市场欢迎。为了

确保新米品质，杨才荣引入

了专业的大米加工设备进行

精细加工，再包装出售。“从

这里订的大米卖得非常好，

袋装 5 公斤的松江大米‘国

庆稻’超市售价为65.9元，我

们一次订 100 袋，基本上两

三天就能卖完。”佘山镇一超

市工作人员夏学杰说。

为了提高种粮效益，促

进农民增收，杨才荣不断拓

展合作社辐射带动范围，与

石湖荡镇、小昆山镇、新浜

镇、永丰街道的家庭农场主

合作，让他们在“家门口”实

现产业变现。位于小昆山镇

的上海火乐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家庭农场主潘永强告诉记

者：“自家地里收上来的稻米，直接交给杨老

板进行加工、销售，非常省心。”

“由家庭农场统一种植管理，我们合作社

统一加工、销售，通过与商超合作拓展线上线

下销售渠道，打响‘松江大米’品牌。”杨才荣

算了一笔账，“现在通过我们深加工以后，家

庭农场主每亩地产出效益约 2100~2500 元，

比以前每亩地收入增加了300~400元。”

为了加快增收致富的步伐，杨才荣不断

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后续，在加工这一环节，

我们新的想法是使用机器人，实现现代化、智

能化包装模式，从而提升我们‘松江大米’的

产量和质量。”杨才荣透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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