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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徐汇区社区食堂数量不断

增加，为居民提供便捷的餐饮服务，特别

是面向老年人的低廉价格备受赞誉。 在

公办社区食堂的基础上， 虹梅街道还积

极动员辖区内的民营餐饮企业加入社区

食堂的“朋友圈”，进一步扩大社区餐饮

服务覆盖面。 在虹梅路上，酷味乐智选饭

堂和小桃园手工点心铺于日前挂上了

“虹梅社区食堂”的牌子，成为社区食堂

大家庭的一员。

酷味乐智选饭堂拥有宽敞明亮的三

层空间，设备齐全的厨房位于三楼，一楼

到二楼则是主要的就餐区域， 能够同时

容纳 130 人一起用餐。 记者了解到，在

10∶30-13∶30 和 16∶30-20∶00 两个时间段，

居民只要手持老年卡、敬老卡、优补卡，

都可以享受 85 折的优惠。

红烧肉、椒盐虾、辣子鸡、京葱炒蛋、冬

瓜排骨汤……一楼点餐区域， 左右两边摆

满了各式菜肴，多达 40多种。 顾客可以拿

一个餐盘，在选菜区域自助餐式地夹菜，最

后称重结账， 也有一些老年居民选择让工

作人员把菜肴打到小碗里，按份菜购买。

“我们原先是针对漕河泾开发区上班

的白领，销售模式一直是自助餐式的称重

自选计费，现在考虑到会有越来越多的老

年居民前来用餐，我们就推出了份菜。 ”

酷味乐经理杨礼河告诉记者， 今年 7 月

份，虹梅街道积极与酷味乐智选饭堂进行

洽谈，鼓励民营企业为社区老年居民提供

用餐优惠，在正式挂牌后，街道还在周边

居民区进行了广泛宣传。

据了解，酷味乐是连锁餐饮店，目前

在徐汇共有 7 家，虹梅路店是首个变身社

区食堂的门店。 他们计划投入大量精力，

为其他门店打造可复制的社区食堂模板。

在酷味乐的斜对面，还开着一家“小

桃园手工点心铺”，同样加入了虹梅街道

社区食堂“朋友圈”。 小桃园店长与街道

进行了协商，正式推出针对所有社区老年

人的 9 折优惠政策。

“给老年居民提供优惠，其实也是一

种促销， 不会对我们造成多大的损失，许

多居民都成了回头客。 ”小桃园店长介绍

说，店里生意很火爆，光是用来磨豆浆、豆

腐脑、豆花的黄豆，一天要用到 100 斤。

记者在现场观察到， 小桃园从早上

5 点一直营业到晚上 10 点， 提供了丰富

多样的菜品， 既有老上海人喜爱的大饼、

油条、粢饭、豆浆“四大金刚”，也有适合在

附近的漕河泾开发区工作的年轻人口味

的三明治、爆蛋吐司等，价格都很亲民。

这两家新成员的加入，不仅提供了多

样化的菜品选择，还针对不同年龄层的居

民提供了个性化的服务。虹梅街道相关负

责人表示，将继续扩大社区食堂的“朋友

圈”，组建社区助餐联盟，呼吁更多民营餐

厅加入社区食堂的行列，为有需求的居民

提供就近、优质、实惠的助餐服务，共同打

造和谐、温馨的社区环境。

一次新增两家民营餐厅

社区食堂“朋友圈”又扩大了

�记者 杨宜修 刘晓晶 施悦炜

“我自愿捐赠五万元给社区，请收下。”

近日，龙华街道周家湾居民区的爱心募捐

箱里多了一笔大额现金———81 岁老党员

高雁影攒下了这笔特殊党费，要用来帮助

其他有需要的居民，以此表达她对党的真

挚情感。

老党员、退休人民教师、居民区楼组

长、社区“老娘舅”、优秀志愿者……高雁影

的头衔很多。 1996年从学校退休后，高雁

影来到龙华烈士陵园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 成为了学生志愿者讲解员队伍的带队

教师。 她充分利用自己长期从事学生政治

学科教学工作的经验， 结合龙华烈士陵园

的教育资源， 从思想上引导青年志愿者学

习革命先烈的理想信念和不畏艰苦不怕牺

牲的革命精神。这个工作一做就是八年，其

间共培养了 1182名青年志愿者讲解员，接

待了 151509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

离开龙华烈士陵园后，高雁影并没有

闲着，她回到中学继续发挥余热，所带的

班级获得了“区级先进集体”“先进团支

部”等荣誉。 她还用“打工”赚来的钱帮助

家庭困难学生，实施了自己的希望工程。

“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

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

快乐。”这是高雁影最喜欢的格言。在周家

湾居民区里，她还是楼组长、“老舅妈”，每

天在社区里调解邻里矛盾。

在龙华社区里，还有许许多多和高雁

影一样的热心老党员，他们用自己的行动

传递着对党的真挚情感，践行党旗前许下

的铮铮誓言。

“我自愿捐赠五万元”

八旬党员用特殊党费点亮希望之光

�记者 杨宜修

8 月 8 日凌晨 4 点， 今年伏季

休渔后捕捞的第一网东海梭子蟹

陆续运进徐汇区各大菜市场，一筐

筐鲜活梭子蟹等待被端上居民的

餐桌。

梭子蟹上市第一天，销量如何？

记者询问了虹梅街道、龙华街道、长

桥街道多位水产摊摊主， 收到了一

致的回答：“今天梭子蟹第一天上

市，没敢多拿，怕不好卖，没想到很

快就卖完了。 ”

尽管刚上市的梭子蟹价格偏

高，但居民们的消费热情不减。仅一

个上午时间， 钦北菜市场里 50 元 /

斤的鲜活梭子蟹被抢购一空， 还剩

7只 25元 /斤的冰鲜梭子蟹；龙华生

活集市里 58 元 / 斤的蟹还剩 8 只；

长桥古祥菜场里， 大小梭子蟹各剩

一箱，大的 55 元 / 斤，小的 45 元 /

斤， 前来购买的居民也很多。 记者

注意到， 线下菜市场里售卖的基本

都是比手掌大的梭子蟹，一只接近

半斤重。

除了线下菜市场， 居民还可以

在线上抢到“头鲜”。“叮咚买菜”

APP 出售的梭子蟹规格在 1 两到

4 两之间，虽然偏小，但与菜市场相

比也有一定优势———鲜货储备充

足，今年还首次推出梭子蟹预制菜，

给居民更多的餐桌选择。

“我们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多方入手来确保梭子蟹的供应链路

不被阻断。”“叮咚买菜”相关负责人

介绍说，一只来自东海的梭子蟹，当

它被捕捞起来， 等待几个小时后就

会被运上位于启东的吕四港口，然

后转身被安置在与海边“零距离”的

“叮咚买菜”产地仓，再进行进一步

的品质检测、挑选和暂养后，通过全

程冷链，以最快的速度运送至上海。

东海“第一网”梭子

蟹登陆徐汇

�记者 杨宜修 奚亮 刘晓晶

“我捐 2000”

“我捐 1000”

“我捐 500”

……

自 8 月 7 日起，吴兴居民区的党员群

里就不时收到党员要捐款的信息。截止到

周三下午，总计捐款人数达 67 人，捐款数

额已经达到 18290 元。

受连续暴雨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经受

着强降雨及洪涝与地质灾害。从各种媒体

报道中，众多的受灾老百姓牵动着上海人

民的心。上海发布于 8 月 4 日晚发布了上

海市慈善基金会启动“驰援京津冀等地区

水灾”专项行动的通知，接受社会捐赠。

灾情也牵动着吴兴居民区党员们的

心。党员同志们从新闻中看到京津冀地区

水灾肆虐、 房屋被洪水无情冲毁的场景，

纷纷前来居委问询，希望能为受灾地区出

份力。 看到上海发布的这条信息，吴兴居

民区党总支书记包海瑾书记便转发至党

员群。随后，党员群里的党员们纷纷响应，

并委托居民区党总支代为线下捐款。

67 份捐款的背后， 蕴藏着不少感人

的故事。捐款者的年龄在四十岁至八十岁

不等， 其中年龄最大的党员蔡莲珍已有

81 岁， 在耄耋之年继续发扬党员的先锋

模范作用。倪小惠是患病八年的胃癌康复

患者，她的丈夫亦身患重大疾病，夫妻俩

平时生活节俭，但得知京津冀受灾同胞的

艰难处境后，她毅然捐出 500 元，令人动

容。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捐款者中共有八

对党员夫妻携手参与捐款，共同为受灾地

区献出力量。 其中，崔张慧和丈夫刘勋分

别是吴兴居民区第四党支部书记和党总

支委员， 夫妻俩平时一直热心社区公益，

本次更是分别捐款 1000 元。 娄明和张马

锦夫妇俩退休工资不高，也各自主动捐出

1000 元，为灾区民众献出力量。

看到这么多党员在关键时期团结一

致，合力帮助千里之外的同胞，老家位于

河北献县泛区的党员杨绍坤深受感动，在

党员群里发言：“看到老师们的无私奉献，

真的非常感动，感谢大家的捐助。 ”

线下捐款完成后，包海瑾书记不辞劳

苦，将每笔钱款一一统计，根据上海发布

上所登载的线下捐款路径， 顶着炎炎烈

日来到徐汇区淮海中路 1253 号，按上海

市慈善基金会的规范程序完成捐赠手

续， 并代捐款的党员们带回他们的捐赠

证书。

大水无情 人间有爱

“吴兴”67名党员踊跃捐款

�记者 殷志军 李瑾琳 沈烨文（实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