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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日气息渐浓，又

到了品尝青团的时节。

位于徐家汇的汇联商

厦内，白玉兰、泰康、沈

大成等老字号纷纷推

出时令青团，刚出炉的

青团香气扑鼻，现做现

卖的热闹场景，吸引众

多市民排队购买。

临街的白玉兰青

团售卖窗口前早已排

起队。刚出锅的青团热

气腾腾，每一个都分量

十足，重达 80 克，做到

了馅多皮薄。 不一会，一盘蛋黄肉松

口味率先售罄。

白玉兰包子间负责人徐荣珠说：

“白玉兰的青团经过改良， 是先蒸好

了以后再包的。 因为我们在打粉的过

程中水分多， 青团皮比较稀一点，就

更软糯，中老年人也能接受。 每天能

卖出五六千个青团，旺季更是能达到

万把个。 ”

泰康食品的摊位前， 同样是一派

忙碌景象。 师傅们采用更为传统的制

作方式，将生的青团皮和馅料包裹在一

起，放入蒸笼。 12分钟左右，新鲜出炉

的青团带着诱人香气呈现在顾客面前。

泰康今年别出心裁地推出了麦乳精豆

沙、咸菜豆瓣、叉烧香菇等新口味，每个

青团重 70克，引得市民前来尝鲜。

一位市民品尝后赞道：“吃起来

这个皮不太粘牙， 味道也蛮爽口的，

第一次吃，咸菜豆瓣馅外面好像是没

有的。 ”上海泰康食品有限公司市场

部经理李喆表示：“因为上海人比较

喜欢吃咸菜豆瓣，又正值青团时令季

节，就突发奇想，把它加到青团里，没

想到效果很不错，消费者都挺喜欢。 ”

除了传统的线下销售，盒马数据

显示，青团的线上销售也呈现同比增

长 30%。 盒马今年推出了包括红烩牛

腩在内的七款青团，尝试“中西合璧”

的新口味，受到消费者的喜爱。

清

明

未

至

，

沪

上

老

字

号

青

团

飘

香

咸

菜

豆

瓣

馅

等

你

尝

鲜

�

记

者

曹

香

玉

施

昱

辰

徐汇区龙漕路沿街，一

家小小的吴茂兴本帮面馆

2021 年开业。几年来，凭借着

正宗的口味、整洁的环境，面

馆收获了不少回头客， 稳定

的客流让老板姚伟满心欢

喜。 可就在几个月前，一份要

求办理“排水许可证”的通知

让姚伟拧起了眉头，“当初办

营业执照的时候没这要求，

我们是总公司统一装修的，

现在让我自己掏钱加装检测

设备，装在哪儿也不知道，还

要画图、上传材料，这我们哪

能办得出来。 ”

既不知道专业的设备要

哪里买、怎么装，也搞不清复

杂的办证流程。“排水管网图

怎么画？设备往哪儿装？我们

小本生意实在折腾不起啊！ ”

姚伟急得直挠头。 正当他打

算放弃时，漕河泾街道的“店

小二”团队主动找上门，不仅

帮他进行测绘， 寻找安装设

备的合理位置， 还全程代办

手续。 两个月后，面馆顺利拿

到许可证， 生意也红火起来。

“以前觉得办证是麻烦， 现在

才明白，这是让咱安心赚钱的

‘护身符’！ ” 姚伟感慨道。

吴茂兴的困境并非个例。

“排水许可证”，全称“城镇污

水排入排水管网许可证”，申

请主体涉及从事工业、 餐饮、

医疗、洗车、汽修等十三类活

动，向城镇排水设施排放污水

的企事业单位、 个体工商户。

2024 年， 漕河泾街道餐饮排

水户总量 328 户， 其中存在

125 户未办理排水许可证。 排

水管网是城市的“静脉”，但小

餐饮往往受限于资金、技术和

空间，成为合规排水的“薄弱

环节”———废水直排、 管网混

乱、图纸错漏，不仅威胁水环

境安全，更让商户面临停业风

险。

如何让“烟火气”与“青山

绿水” 共存？ 漕河泾街道以

“环保 + 营商” 双轮驱动，面

对辖区内餐饮商户排水设施

达标率不足、许可证办理率偏

低的双重挑战， 主动出击，打

出组合拳，攻坚百日完成餐饮

户排水许可证办理率 100%

的目标。

从“被动应付”到“主动出

击”：一场双向奔赴的破局

过去，商户与管理部门常

陷于“困局”：一边是商户抱怨

“办证难、成本高”；另一边是

环保隐患屡禁不止。 漕河泾

街道决定打破僵局，联合区水

务管理中心和第三方技术团

队，对 125 家“疑难户”逐一

“把脉问诊”。

以吴茂兴面馆为例，技术

团队发现其厨房虽仅五平方

米左右，但由于是公司统一装

修，管网较为清晰，油水分离

器的位置也比较宽裕。 经过

实地测量，工程师建议姚伟在

原有的油水分离器旁直接加

装水质检测井， 不用重新排

管，成本降低不少。 针对普遍

存在的“图纸不会画”问题，街

道聘请测绘人员上门，通过专

业设备的探测、建模，还原排

水路径， 商户只需签字确认。

“以前连自己都不知道店里的

水管从哪里‘走’的，更别指望

自己画图了，现在专业人员一

条龙搞定，省心！ ” 姚伟说。

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护

航”：长效治理的漕河泾样本

硬件达标只是第一步，如

何避免“办证后反弹”？漕河泾

街道将目光投向长效监管。街

道联合物业，定期开展排水设

施巡查，发现私自拆除污水预

处理设施的商户，及时进行劝

阻，并要求其整改到位。 辖区

内新开业的餐饮店则被纳入

“预警名单”，街道积极配合区

水务中心， 逐一排查是否持

证。 已持证的纳入监管范围，

未持证的则对其进行宣传教

育，使其明确依法合规排水的

重要性，并详细告知餐饮商户

排水的要求、办证所需的材料

及流程，在装修阶段提前介入

避免“先天不足”， 帮助商户

“无忧排水、安心经营”。

这种“全程陪跑”模式效

果显著：仅耗时近百天，辖区

餐饮排水许可证办理率已达

100%。

“排水许可”不再难

徐汇上演暖心“办证记”

�记者 姚丽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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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首届上海国际光影

节闭幕式上那点亮夜空的无人

机表演吗？无人机化作跃动的星

辰，在夜空中书写徐汇的浪漫诗

篇。 日前，徐汇滨江再次成为焦

点，无人机梦幻秀演为今年金秋

即将举办的第二届上海国际光

影节奏响了璀璨前奏。

此次无人机表演紧紧围绕

“光”这一主题，堪称一场科技与

艺术的浪漫碰撞。无人机在精准

操控下编队飞行，宛如一群灵动

的光之精灵，在夜空中描绘出一

幅幅美轮美奂的动态光影画卷。

光，在夜空中肆意变幻、流动，就

如同徐汇滨江所蕴含的无尽活

力与创新精神。 每一个图案、每

一次变化，都饱含着对这座城市

的深情，对未来的美好期许。

回顾 2024 年首届上海国际

光影节， 作为上海文旅新名片，

徐汇分会场可谓大放异彩。“一

岸多点”式的布局串联起徐汇滨

江、衡复风貌区、徐家汇源、龙华

广场 4 大区域， 西岸梦中心、龙

华会、美罗城在内的 13 个“文旅

商体展”场所协同发力，通过 10

处光影点位、4 个光影艺术装

置、2 场光影活动等多元形式，

为徐汇区整体商业、文旅消费带

来显著增长。

据悉，作为第二届上海国际

光影节开幕式及主会场承办地，

今年徐汇滨江在延续首届经典

之余更添新意。 油罐艺术中心、

梦中心船坞等热门光影点位将

焕新回归，让年度现象级艺术 IP

与人工智能的前沿科技魅力再

放异彩。 更值得期待的是，第二

届光影节还将增设神秘点位。这

些点位将以光影为笔，书写关于

徐汇人文、艺术与科技交织的动

人故事，为市民和游客打造集观

赏、体验、互动于一体的高品质

城市生活空间。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在徐

汇滨江圆满落下帷幕，第二届上

海国际光影节又将从这里扬帆

启航。 徐汇区将以此为契机，全

力打造“科技 + 艺术”的沉浸式

城市光影盛宴，助力徐汇滨江变

身世界级光影艺术展演场，谱写

光影视听传奇的新篇章。当光影

技术碰撞徐汇文脉， 当 AI 算法

重绘滨江岸线，这场跨越虚实的

追光之旅，你准备好了吗？

3 月 18 日， 徐汇区民政

局与徐汇业余大学合作的

“物业 + 居家养老”培训在上

海市徐汇区业余大学（上海

市徐汇区社区学院） 博翠校

区正式开班。 此次培训整合

“养老、家政、陪诊”三个模

块，不仅是提升“物业 + 居家

养老”服务质量的重要契机，

还是加强徐汇区养老人才队

伍建设的关键步骤。

据记者了解，3 月的培训

主题为“基本照护”，围绕为老

服务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老

年人生理基础与常见疾病健康

管理、 适老化辅具运用及转移

操作培训、 老年人基础照护技

能等开展教学， 通过理论和实

操考核后，“物业 + 居家养老”

服务人员才能上岗服务老人。

除此次培训外，徐汇还设

置“物业 + 居家养老”实训基

地，融入家政、维修、基础护

理、照料等培训课程，打造全

方位、多功能的学习与实操平

台， 持续为“物业 + 居家养

老”人员队伍进行战略赋能，

提高为老服务水平。

全市首创！“物业 +居家养老”提升服务品质

无人机点亮徐汇滨江夜空

第二届上海国际光影节即将璀璨启幕

�记者 姚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