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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记忆里的搪瓷走进新时代

本报讯 快递纸箱、淘汰衣物、废

旧家电……这些可回收物该如何正确

处理？日前，基于全市垃圾分类“一网

统管”平台开发的“沪尚回收”可回收

物微信小程序上线，以数字技术赋能

可回收物体系，让市民投放更加便利。

每周四是嘉定镇街道桃园小区的

集中回收日，每到这天，回收车辆都会

准时来到小区，开展回收日活动，并现

场回收居民的废弃可回收物。记者在

桃园小区休闲广场看到，不少居民拎

着打包好的纸箱、塑料品、过期杂志报

刊等，一起排队参与线下回收。

与以往不同的是，回收人员在为

居民交付结算的基础上，还指导他们

在“沪尚回收”小程序创建了专属绿色

账户。居民徐阿姨攒的一车纸板箱有

偿回收了二十多元，经过回收人员扫

码登记，品类、交投重量、金额等信息

即刻出现在了她的账户中。“家里的废

弃物变成了买菜钱，我们收获了实惠

又参与了环保，一举两得。每次回收了

多少东西、多少价格，都能在小程序上

看到，非常清楚。”徐阿姨点赞道。

据统计，当天共吸引了百余位居

民参与回收日活动，现场使用“沪尚回

收”微信小程序交付可回收物共计

1909公斤，其中玻璃956.2公斤、金属

107.3 公 斤 、塑 料 106.5 公 斤 、纸 张

593.8公斤、衣物145.2公斤。

“小程序还有流动回收服务，满3

公斤就可以预约上门回收。”活动现

场，工作人员还通过发放宣传单页、展

板展示以及现场演示等方式，向居民

介绍了“沪尚回收”小程序的使用方

法。据悉，居民只需在微信中搜索“绿

色账户沪尚回收”，便可进入小程序。

主页面上分为“我要预约”和“我要交

投”两种方式，点击“我要预约”后，选

择地址和回收品类，填写回收信息，即

可“一键预约”流动型回收服务，还能

备注“居家老人需要上门”“东西很多

很重”“希望周日回收”等特殊需求。预

约完成后，回收企业将与居民电话联

系约定时间前去回收。

居民滕阿姨迫不及待体验预约功

能：“我家里放了一些闲置不用的电

器，自己从楼上搬下来太重，我们年纪

大了也不安全，现在能上门回收就方

便多了。”

上海城投环境资源利用有限公司

嘉定项目部经理唐亚军介绍，“沪尚回

收”小程序上线投用后，居民能够体验

更多元化的回收服务，“居民只需在手

机上点一点，就有专人上门回收，还可

以查询回收日活动和服务点的具体时

间，参与线下回收。此外，居民还能通

过小程序对服务进行评价，督促主体

企业不断完善和提高服务质量。”

撰稿 司舒舒

“沪尚回收”小程序：打造多元化的废物回收服务
实现线上预约上门回收，线下可参与服务点、回收日活动回收

本报讯 近日，南翔镇五彩城的

中式快餐店老乡鸡新开辟“长者餐

桌”，吸引了不少老人前来尝鲜。

红烧茄子、梅干菜凤爪、卤鸡腿、

蒸蛋，再加两碗米饭，原本费用为37.3

元的一餐，在享受餐厅折扣的基础上，

可再减去 4 元补贴，刷脸支付只需

23.55元。据介绍，“长者餐桌”是继“小

美爱心餐”“我嘉餐厅”后，南翔镇推出

的又一项创新惠老措施，通过与辖区

品牌连锁餐饮商家合作，符合条件的

老人办理“长者餐桌”助餐申请后，可

享受助餐优惠补贴。

“目前，南翔镇每天的‘小美爱心

餐’达 1000 多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不少老人用餐也有个性化的需求，

‘长者餐桌’是‘小美爱心餐’的有效补

充方式。”南翔镇社区建设办公室工作

人员袁晓苗介绍。为让老人在“长者餐

桌”就餐付款时便于享受补贴，南翔镇

研发了一套结算系统，合作餐饮商家

使用该系统结算时，老人只要刷脸，系

统将自动识别，根据个人情况对餐费

进行减免。“这里饭菜种类很丰富，选

择性多。”居民殷老伯觉得“长者餐桌”

实惠又方便。

老乡鸡相关负责人王梦强表示，

推出“长者餐桌”不仅为餐厅增加了客

流，也让企业尽了一份社会责任，“‘长

者餐桌’面向的大部分是社区老人，因

此我们在菜品安排上更注重营养搭

配，会推出口味丰富、少油少盐、口感

软烂适中的菜品供老年群体选择。”

今后，南翔镇将继续探索助老服

务新模式，吸引更多餐饮商家参与“长

者餐桌”项目，让老年群体食有所依、

老有所乐。

通讯员 陆悦

餐饮店上线“长者餐桌”

家门口就能进行慢病筛查
本报讯 随着城市老龄化的加

剧，慢性病的预防和治疗成为卫生健

康领域的重点工作。近年来，嘉定持

续加强社区慢性病健康管理支持中

心建设，为市民提供疾病筛查、慢性

病风险评估等服务。近日，南翔镇曙

光社区卫生服务站设立慢病筛查室，

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完成常见慢性

病的初筛。

庄阿姨半年前查出幽门螺杆菌，

听说家门口的社区卫生服务站就能

检查，特意前来复查。“以前要坐公交

去南翔医院，现在走过来就能检查，

很方便。”庄阿姨说。

南翔镇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盛飞介绍，该卫生服务站采用C13呼

气试验检测方法，如果检测结果显示

阳性，可前往全科门诊就诊。

作为南翔镇首个慢病筛查试点站

点，该卫生服务站还提供骨质疏松、肺

癌、房颤、大肠癌等筛查服务。

“我身边就有人得大肠癌，听说有

免费筛查，我就过来检查下。”居民王

老伯说。他按照医生要求，在指定时间

内将排泄物送到卫生服务站进行隐血

检测，如结果呈阳性，将前往上级医院

接受肠镜检查。“大肠癌是嘉定发病率

较高的癌症之一，包括结肠癌和直肠

癌，早期无症状或症状不明显，越早发

现治疗效果越好。”盛飞说。

目前，嘉定共有安亭镇、嘉定镇街

道、外冈镇、徐行镇、南翔镇、菊园新

区、真新街道建立了社区慢性病健康

管理支持中心，通过“一站式”筛查让

市民就近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

撰稿 印沁沁

本报讯 近日，嘉定工业区灯塔

村和陆渡村微型消防站启用。一旦发

生火情，消防力量可快速深入村内窄

巷小路，以最快时间到达现场处置火

情，进一步筑牢安全“防火墙”。

“拔掉保险销子，喷头对准火焰

根部，按下开关！”在灯塔村微型消防

站前的空地上，一场消防演习吸引了

众多村民围观学习。驻村的专职消防

员正在对村民进行消防安全知识、各

类消防器材用途讲解，并现场指导村

民如何正确操作消防灭火器。

灯塔村微型消防站站长任洪伟介

绍，该站配备了专业的消防装备和微

型消防车，并由4 名专职消防员负责

日常运作，“他们不仅负责定期上门宣

传消防安全知识、组织消防演习，还会

每天定时在村域内巡逻，以确保村民

的生命财产安全。”

灯塔村和陆渡村位于嘉定西北

部，与江苏省太仓市接壤。由于村内留

守老人居多，加之距离消防救援站较

远，因此火灾防控形势严峻。微型消防

站的建立，为这两个村的防火安全加

上了一道坚实屏障。村民张卫星说：

“这些消防队员就驻扎在村里，让我们

更有安全感。”

嘉定工业区相关负责人表示，未

来将继续推动乡村火灾防控体系建

设，包括加强乡村消防队伍、微型消防

站以及智慧消防体系的建设，以有效

解决农村火灾防控难题，为乡村振兴

提供安全保障。 通讯员 唐凌斐

微型消防站启用，筑牢农村防火墙

“安藤忠雄建筑：对话”展近日在嘉源海美术馆展出。5月3日，在该馆举办的“在美术馆与自然里的建筑设计”一日营活

动，向孩子们介绍了安藤忠雄经典作品的手稿、图纸等，并带领他们用几何体搭建建筑、绘制设计图纸。“用简单的几何完成

建筑设计是安藤忠雄设计建筑的初衷之一。”活动研发老师卢涵说，希望孩子们能感受不一样的美学。 摄影 李蓝玉

创立百年搪瓷展览馆、采用全新设计理念和制作工艺，搪瓷手艺人谢党伟——

本报讯 结婚时必备的脸盆，混

合着饭菜香的饭盆……可以说，搪瓷

承载了几代人的成长回忆。从上世纪

90年代开始，搪瓷逐渐淡出市民日常

生活。记忆里的老搪瓷都去哪儿了？其

实，它不仅没消失，还在手艺人的守正

与创新中，以全新面貌走进新时代。

在嘉定，搪瓷手艺人谢党伟创立

了八分园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搪瓷

彩绘已有 100 多年的历史，最早的搪

瓷就是通过手绘达到美的效果。”在八

分园中国百年搪瓷展览馆，前来参观

或体验搪瓷手绘的游客络绎不绝，谢

党伟总是滔滔不绝地与他们分享搪瓷

的过去和未来。

谢党伟和搪瓷的缘分要从 1973

年说起。当时，搪瓷行业正值辉煌时

期，机缘巧合下，谢党伟进入搪瓷厂学

习技艺，经过多年努力，从一名喷花操

作能手成为上海久新搪瓷厂厂长。

“2002 年，上海久新搪瓷厂因产

业整合关闭。看着上海搪瓷业由盛转

衰，我十分痛心。上海的搪瓷行业没有

了，但上海的搪瓷文化要永远地保留

下来，于是我就萌生了办展的想法。”

谢党伟说。

从1978年起，他收藏了各个阶段

造型与花色的 2600 件搪瓷制品、400

幅搪瓷画稿。2014 年，谢党伟开始筹

建八分园。几经波折，2016年，在得到

中国搪瓷工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支持

下，八分园才落地江桥镇。

“搪瓷是我们这一代的‘集体记

忆’，在这里，我们能看到搪瓷的脸盆、

茶杯、痰盂等曾经家家户户的标配，充

满了儿时的回忆，很有意义。”参观者

黄慧萍说。据悉，八分园从开馆至今，

已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77个代表团，

接待总人次达到了49万。

“好的东西应该得到保留和传承，

也应该得到创新。”这些年，谢党伟和

其留学归国的儿子谢贤，一直在探索

新潮搪瓷。

“相比陶瓷等材质，搪瓷制作效率

更高，很符合现在消费者追求个性化

又不希望等太久的心理。”利用搪瓷的

优势，父子俩改进了搪瓷制品的设计，

“我们把传统工艺在杯子底部留下的

支架隐藏到了杯口的卷边下，把杯口

做宽。同时，还借鉴年画、剪纸等传统

艺术，让杯子的造型更具美感。”谢党

伟告诉记者，经过多年的改良，现在的

搪瓷作品不再局限于搪瓷杯、老寿星

面盆等，采用全新的设计理念和制作

工艺后也更符合年轻人审美，并有了

一个新的品牌名——“玖申”。

“我们国家的搪瓷产业发展很快，

但跟德国、意大利这些国家相比，在造

型、花色等方面还有 10 到 20 年的距

离。”谢党伟愿意当这个推动者，“在原

有的搪瓷技艺基础上，我们现在还加

入了3D打印技术，使搪瓷造型千变万

化，以不断满足‘90后’‘00后’的审美

需求。”

如何让中国搪瓷未来的路走得更

长远，在谢党伟看来，还是要不断发现

和创造新的价值，“我们正在不断挖掘

民俗和时尚文化，希望让中国搪瓷成

为引领新潮流的载体，再次回到寻常

百姓家。” 撰稿 席凌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