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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合

宛平南路 600 号，是上海

市精神卫生中心的所在地。这

两年，它凭借有趣的文创产品

频频“出圈”。 龙年春节将至，

600 号的 IP 玩偶小葵和小瓜

换上了火红的龙外套，帽子上

戴着一朵大向日葵，为大家带

来新年祝福。

2022 年年底，上海韵文博

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韵文博鉴”）开始与宛平南

路 600 号携手合作， 设计了

“600+”系列文创产品，通过创

意的方式，向大众普及精神卫

生健康知识，让更多人关注并

理解精神卫生健康的重要性。

在开发“600+”系列文创

产品的过程中，韵文博鉴与精

神卫生中心不断探讨、碰撞思

想的火花，设计出能够代表宛

平南路 600 号的 IP 形象。 向

日葵那永远向阳的姿态正是

他们希望的象征。 于是，小葵

应运而生，而为了让形象更加

可爱、有趣，他们还为向日葵

添加了一颗小瓜子，这一可爱

的形象仿佛在告诉人们：无论

遇到什么困难和挫折，都要心

向阳光，释放自己的负能量。

记者了解到，除了与宛平

南路 600 号合作，韵文博鉴还

与东方航空、春秋航空、申通地

铁、农商银行等多家企业或 IP

进行了合作。“我们公司自

2018年成立以来，已经拿到了

全国 350多家博物馆的合作授

权。通过文物的数据采集，积累

了超过 2.5 万的珍贵文物，并

开发了众多与传统文化相关的

文创产品。”韵文博鉴商务运营

总监阙昕悦告诉记者， 企业签

约了 1000 多名非遗类老师和

500多名当代艺术家， 通过科

技的力量， 将传统文化与创意

设计完美结合， 打造出符合当

代年轻人喜好的文创产品。

由韵文博鉴和趣加互娱

出资创办的九点水美术馆·树

屋馆， 目前正在举办“吉檀迦

利———沪上青年艺术家联展”。

《高级动物》《仿抱水果篮子

的少年》《草地上的午餐》《八

识》……观众们可以在这些或

有趣或抽象的艺术作品中，一

览当代年轻人的精神状态。

吉檀迦利———沪上青年艺术

家联展

展览时间：展出至 2024年 2月

4 日（免费）

展览地点：九点水美术馆·树

屋馆（上海市徐汇区桂林路

406 号华鑫中心）

�记者 杨宜修 刘晓晶 徐灵盈（实习生）

宛平南路 600号 IP玩偶穿上龙年新装

心向阳光 送来新年祝福

为进一步消除食品风险

隐患，切实保障在校师生食品

安全，1 月 24 日上午， 华泾镇

召开校园食品安全排查整治

专项行动部署会，将对辖区内

校园食品安全开展为期 6个月

的专项排查整治，对校园食品

安全管理安全进行风险检查、

实地督导检查，发现问题并追

踪整改，确保落实。 区市监局、

华泾镇、镇市场所及镇域各学

校相关负责人等参会。

近年来， 华泾镇紧紧围绕

三年食品质量提升行动计划，

以创建市民满意的食品安全示

范街镇为契机， 以群众需求为

导向， 以提升华泾镇食品安全

工作质量为目标，运用“数治”

手段创新方式方法，推进“共治

共享”参与食安共建，提升了食

品安全工作的有效性和针对

性，实现从“会治理”到“慧治

理”再到“汇治理”的治理格局，

推动食品安全从物理监管“1.0”

版本向数字化“2.0”版本转型。

会上，位育中学和印象幼

儿园分别介绍了各自学校在

保障食品安全方面的规划部

署、 具体举措和获得成效；同

时，所有学校均签署了食品安

全《告知承诺书》，将提高思想

认识，积极采取措施；开展全

面检查， 对隐患问题即知即

改；强化警示宣传，督促依法依

规操作，守护师生们“舌尖上的

安全“。 为确保专项行动的落

实， 会后还进行了校园食品安

全专项行动的培训会， 提升食

安管理水平和自我把关能力，

努力保障校园食品安全。

此次华泾镇校园食品安

全排查整改专项行动部署会

传达了市、区校园食品安全排

查整治专项行动动员部署会

议精神，细化落实校园食品安

全专项排查整治行动方案，明

确专项整治内容、标准、时间

节点、具体要求。 区市监局、镇

市场所将组织镇域各学校食

堂自查，及时发现校园食品安

全管理中存在的问题，立行立

改，消除安全隐患；对各学校

食堂开展全覆盖食品安全风

险检查，加强对食堂承包商资

质、 食堂原料供应商资质、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的重点检查；

与区食安办、区教育局、区卫

计委等部门联合开展专项督

查，严控食品安全风险，为广

大师生创造放心、安心的生活

环境。

守护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华泾镇开展校园食安排查整治专项行动

�记者 殷志军 徐喆衎 陆翔

1 月 23 日早上， 农行徐

汇虹桥路支行来了一批特殊

的客人，他们身着统一的深蓝

工作服， 劳作的汗珠还挂在

脸上， 手里捧着一杯温热的

热水。

喝着热水，环卫工人唐燕

笑着告诉记者：“网点内提供

很多便捷的服务，我们平时喝

水热饭更方便了。而且让我印

象比较深刻的是，有时候我们

不好意思打扰，网点的工作人

员也会主动询问我们，有没有

什么需要帮助的地方，为我们

倒一杯水或者拿一个暖贴。 ”

据悉， 自 2014 年农行徐

汇虹桥路支行被评为“十佳爱

心加油站”以来，多年来一直

坚持为周边环卫工人“冬送温

暖、夏送清凉”。 随着新就业群

体人数不断扩大， 外卖员、快

递员等户外从业人员也可以

在此歇歇脚、喝口水。 在网点

的休息室中， 不仅准备有热

水、暖贴、护手霜等暖冬礼包，

同时还有微波炉、冰柜等供工

人们使用。

在前期与环卫工人的沟

通中，农行徐汇虹桥路支行的

工作人员了解到，为了坚守岗

位，很多环卫工人都选择留沪

过年。 对此，工作人员特意为

留沪过年的工人们准备了对

联、福字和新年小礼物，并邀

请他们来到网点，为他们送上

新春的祝福。

环卫工人李坤来到上海

已经十余年。 作为坚守岗位的

成员之一， 今年虽然不回家过

年，但收到了新春大礼包：金色

的福字、喜庆的对联……他感

觉心里暖暖的，就像在家一样。

还有工友打趣说：“我们家每年

贴的对联，都是你们送的！ ”

寒意料峭却挡不住“农”

情暖暖，一杯杯热水、一句句

问候中，户外工作人员收获幸

福感与安全感。 农行徐汇虹桥

路支行行长杨青说道：“作为

‘五星级爱心加油站’，农行徐

汇虹桥路支行将发挥网点经

验优势，紧扣新就业群体‘急

难愁盼’问题，精准开展一系

列金融便民服务。 ”

天平街道广元路 153 号是大名

鼎鼎的广元市集，入口的两边，排列

着七八家小店。 紧邻入口的是一家

24 小时营业的面馆———“经典红烧

牛肉面”，店招设计重点突出，主打

特色和营业模式一览无余， 没有一

点多余的信息， 给人一种敦厚朴实

感。沿街的一面墙是透明玻璃，窗明

几净，令人安心。

“经典红烧牛肉面”的老板彭亚

峰夫妻俩来自汉魏历史文化名

城———河南许昌。 彭亚峰说， 他家

“祖祖辈辈都是做这个的”。 60多平

方米的店面，除了老板夫妇，还雇了

七八个员工，墙上还贴着“招工”的

纸牌，足见这家店的生意之红火。

过了早高峰， 店里还是源源不

断有客人进来吃面。 大多数顾客都

不看菜单，直奔收银台对老板娘说：

“白切牛肉，大碗！ ”可见都是老顾

客。 顾客中， 有年纪较大的阿姨爷

叔，点一碗面慢慢吃；也有小年轻，

匆匆忙忙吃完一碗面， 便赶着去上

班了。

店里的招牌当然就是红烧牛肉

面，一整面墙上都是关于“招牌红烧

牛肉面” 的介绍。 实物比广告更诱

人。 金色的汤底上漂着切得碎碎的

碧绿葱花和香菜。 粗细均匀的面条

上面，堆放着大块大块的牛肉。其他

还有半筋半肉、红烧肥肠、五香牛肚

等多个选择。牛肉鲜香，牛筋软糯弹

滑，牛肚酥而不烂，汤汁鲜香美味，

一碗牛肉面吃完， 连口汤都不愿意

浪费。

据彭亚峰介绍， 他家的牛肉面

好吃的原因就在于“真材实料”。 面

条是自制的，面粉里添加了鸡蛋，所

以吃起来特别筋道。面汤现煮现熬，

是用牛骨熬出来的， 每天最少要用

到 100斤的牛骨， 每天晚八点开始

熬汤， 熬煮时旁边还要有三个师傅

看着，一直要熬到第二天早晨，正好

迎接第一波吃早餐的客人。 牛骨牛

肉都来自彭亚峰的老家河南。 红烧

牛肉更是要用到十几种大料， 要经

过至少四五个小时小火慢炖， 吃起

来才更加软嫩入味、瘦而不柴，即使

上年纪的人来吃，也不会塞牙。

店里 24 小时营业，为了满足更

多顾客的需求，推出了水饺、炒饭等

选项，但最受欢迎的，依然还是这一

碗牛肉面。来店里的顾客，很多都是

附近的居民，吃了十几年了。彭亚峰

说， 有的居民要去外地旅游， 临走

时，要来吃碗面，回上海了，第一顿，

也要来店里吃面。 附近公司的白领

加班到深夜，居民饿了想吃夜宵，任

何时候都可以来店里， 享受一碗热

气腾腾的美味牛肉面。

据悉，为了回报居民，“经典红烧

牛肉面”加入了天平街道的“红蕴民

生服务矩阵成员单位”，65岁以上的

天平辖区居民，到店可享 9折优惠。

温情“农”浓

农行为环卫工人送上一份岁末礼物

一碗牛肉面的鲜活

滋味

�记者 李瑾琳 陆翔 徐喆衎

�记者 冯赟 朱亮 陈文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