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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大事

□记者 俞颖

这年头，随着生活水平的飞速提升，老百
姓对餐桌上的食材也愈发讲究。大小主妇们
结伴去逛展会，将变成购物的一种新方式。
2019上海市对口帮扶地区特色商品展销

会在10月 17日“国家扶贫日”已经开幕。本
次展销会设在光大会展中心西馆，为期四天，
此次展区面积达 7700 平方米，展商近 500
家。此次展会将集中展示来自上海对口帮扶
的云南、新疆、西藏、青海、贵州等 8 省（区、
市）21个市（地、州）的数千种农特产品。
“那盒杏子再往左边挪一点，那袋核桃

没摆齐……”10月 18日一早，记者在光大会
展中心喀什展区看见，参展企业已布展完毕，
各项工作已准备就绪。
展会正门入口处，观众以秒速通过一道

简易的人体安检进入现场。不少观众都是居
住在田林、漕河泾附近，但也有来自闵行、闸
北的市民前来逛展会。“这里的农产品正宗、
绿色，质量有保证，外面肯定买不到。”家住
田林新苑的李伯伯感觉像是“赚到了”，笑容
嫣然。
在场馆的每个人几乎都是大包小包、满

载而归，更有甚者拖着 24 寸行李箱前来采
购。最令记者印象深刻的就是克拉玛依展台
处限量版的馕饼，三个新疆大叔现场揉面制
作，紫砂炉烘烤 7元 / 个，每人最多限购两

个，排队的长龙距离一直保持在两个展台位
以上。
离 3号口最近的某展台前几乎没有任何

产品展示招牌却也被观众围堵。购买力只能
用“疯抢”来形容，10 元一斤的有机红心猕
猴桃价格堪比家门口的生鲜超市。“展会开
幕前，就已经很多市民前来询问、购买。”果

洛展区的展商告诉记者，他们的帕米尔牦牛
肉销量领衔，特别受欢迎。不到半天就已告售
罄，想要采购的老百姓们神色略显失望，纷纷
向商家索要名片，表示回家线上关注再购买。
记者发现，对于上海市民来说，最为感兴

趣的其实还是日常生活的食材，红枣、核桃、
鸡蛋、火腿都是餐桌上的美味佳肴。相比各地
特色的农副产品，一些颇具民族特色服装、艺
术品、装饰品等展台前则相对要冷清。西藏本
土唐卡彩绘的作品价格不菲，有几万到几十
万元不等。
还有云南迪庆的尼西土鸡、新疆喀什的

泽普骏枣、西藏日喀则的青稞产品、贵州遵义
的黔北麻羊、重庆万州的柠檬、湖北夷陵的蜜
桔等，绝对都是经得起“吃货”们“考验”的
农特产品。
把对口帮扶地区的特色商品拿到上海来

展销，富起贫困户“钱袋子”，丰富沪上市民
“菜篮子”。 （田林周到）

足不出沪“刷新”你家的菜篮子
周到

80多家企业，500 多个岗位，可观的薪
水，如果你想从事生物医药类工作的话，千
万不容错过！日前，由上海市徐汇区人才服
务中心指导、上海聚科生物园区主办的 2019
生物医药（上海）专场招聘会举行，80 多家
生物医药类企业向求职者抛出“橄榄枝”。
据介绍，本次招聘会现场面积超过 3000

平方米，吸引了来自上海全区的 80 家优质
生物医药企业参加，为广大求职人员提供
500 余个岗位，涵盖细胞培养研究员、研发工
程师、生物信息分析工程师、分子生物学研
究员、药理研究员、合成工艺高级研究员等
众多技术岗位。招聘会覆盖本市及周边城市
各大高校，包括复旦大学、交通大学、中科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上海
健康医学院、宁波大学、苏州大学等众多知
名院校。
招聘企业中，有 30%来自于上海聚科生

物园区，这是一家致力于孵化中小型生物医
药企业的科技园区，隶属于上海枫林生命健
康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聚科已连续 9
年主办大型生物医药人才专场招聘会，累计
服务生物医药企业 500 余家，覆盖本市及周
边城市高校及社会求职人员上万人次。
这场招聘会吸引了来自江浙沪地区的

近七百余名高端人才到场。科济生物医药
（上海）有限公司人力资源经理童浙铭表

示，近年来，求职者的心态也日趋成熟和务
实，和过去对大型外企的趋之若骛形成反
差，国内的企业凭借其发展前景和势头以及
对人才的重视和培养获得了更多的关注和
认可。
近年来，上海生物医药行业发展迅猛，人

才需求不断加大。“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和
大健康全产业链的发展，对人才提出了更高
的期望和要求。积极推进科创中心建设中的
上海，生物医药企业对人才的需求更为强烈，
各岗位薪资一般可达本科 6000 元起、硕士
8000 元起。多家生物医药企业表示，和学历
相比，求职者的科研创新能力也很重要。
本届招聘会还为参会企业和求职者提

供了一系列的人才服务。招聘会前期，主办
方与工作雷达人才网合作开展人才精准推

送服务。该网站主要功能是为大学生就业指
导和就业跟踪提供发展平台，能够在线视频
面试，智能AI 筛选人才和精准推送岗位，实
现精准推荐人才到场面试，有效提高企业与
人才之间的适配桥梁。
招聘会现场，徐汇区人才服务中心也特

派相关专家在现场设置了人才政策咨询服务
台，主要为求职人员提供居住证积分、居住证
转本市常住户口、人才引进落户、外国人来华
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等，吸引了众多应聘者的
关注，帮助大家及时了解人才政策。
上海市徐汇区人才服务中心主任刘晓

良表示，要呼吁和鼓励专业园区积极提升企
业人才服务功能，整合专业资源优势，找准
企业人才发展痛点，切实有效帮助企业解决
人才发展需求 （周到上海）

500个岗位虚席以待！

漕河泾这场专场招聘会向生物医药人才
抛出橄榄枝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 11 月
5日 -10日在上海举办。
为更好地服务进博会，展现上海卫生健

康系统窗口服务形象，上海卫生健康系统近
日发布了 30 个具有示范性、影响力和好评
度的“最美服务窗口”，徐汇区域内 4 个窗
口入选：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门急诊中西药房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门急诊中西药房发
挥专业优势，开设药学微信服务平台“六院
药师”，定期推送优质科普，组织药师进社
区，主动为患者解决用药问题。 （上海徐汇）

特色商品展销会现场

因为这件大事
徐汇区域内这些窗口
喜提市级荣誉

白领就业

一碗面的温度让习勤路
上的居民和餐饮店老板
从冤家变成了朋友
徐汇区习勤路，南至冠生园路，北接漕宝

路 ，全长 511 米。曾经，沿街餐饮店油烟扰
民、噪音扰民、道路油污藏脏乱，周边小区居
民投诉信访不断，和餐饮店老板成了冤家对
头。如今，每逢重阳节、春节等节假日，餐饮店
老板请小区居民上店里吃面，或者把面送到
居民家中。每周，居民代表还和商家代表坐在
一起开会、共同巡视商户，检查垃圾分类等情
况。冤家成了朋友，这背后究竟发生了什么？
俗话说，不是冤家不聚头。2018年以前，

居民对餐饮店油烟噪音扰民、噪音扰民投诉
信访不断，几乎和餐饮店老板成了冤家对头。
习勤路又紧邻光大会展中心，每逢展会，人
流、车流巨大，习勤路又比较狭窄，北段更是
单行道，加上外卖人员的助动车、接送孩子的
家长的车辆乱停放，道路时常拥堵不堪，周边
居民意见更大。
过去的冤家对头如今怎么成了一起工作

的朋友？这背后自然有个“解铃人“。徐汇区
人大常委会漕河泾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李
维韵是牵头人、路长，谢国兴是商户组长。沿
街商户签订了习勤路自治共管公约，主动向
社会和习勤小区居民作出七项承诺，涉及落
实垃圾分类、门前“三包”，最大限度减少油
污排放、油烟扰民，参与社区公益和志愿巡
查，承担清洁与疏通下水道费用等。
李维韵是去年年初开始担任路长的。她

说，当初想调解居民和商户之间的矛盾，但不
可能让双方心平气和地坐在一起，她和同事
们就想出了重阳节让商户请小区老年居民吃
面的沟通方法，打感情牌，”去年重阳节是面
店请居民去店里吃，今年是把面送到了小区
活动室，对于腿脚不便的老人还把面送上门。
春节联欢活动，也是居民拿出自己烧的菜，商
户拿出自己的招牌菜，大家一起品尝。“除了
节假日的活动，平时也会组织一些商家和居
民的互动活动。
双方对立情绪缓解的同时，最关键还是

要有硬件的改造以及执法、管理等手段跟上。
去年年初，经过近 2个月的走访调研，漕河
泾街道康健路片区的调研小组研究确立了
“规划先行、综合整治、优化疏导”的先期介
入式治理和“提升业态品质、推进精细化管
理、凝心聚力自治共管”的后期激励性管理
的方法模式。 （周到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