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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

漕宝路地铁出口新变化
28幅“特别海报”营造良好生态文明

今年是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收官之年，为发

挥生态文明的示范引领作用，加强法治文化阵

地建设，严格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

制，服务区域环境保护工作。 六五世界环境日

期间，区生态环境局围绕“抓环保、促发展、惠

民生，完善提升生态环境治理制度体系和能力

水平，全面完成污染防治攻坚战，积极谋划十

四五” 工作主线在漕宝路地铁 1号出口长廊

两侧通过 28幅生态环境法治宣传海报， 采取

图文并茂的形式，开展了生态文明法治系列宣

传工作，广泛传播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长廊以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为主题， 用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金句”导引出蓝天保卫

战、碧水保卫战和净土保卫战三大攻坚战，对

十九大报告关于生态文明法律法规、 相关典

型案例、 常见餐饮行业和汽修行业违法违规

等问题进行了系统介绍， 宣传依法建设生态

文明的重要性， 让市民在法治长廊中感受到

生态文明的熏陶， 了解生态文明相关法律法

规。 同时进一步发挥群众监督作用，公开徐汇

区生态环境有奖举报方案（试行），加强普法

宣传，营造良好环境守法氛围，推动社会共治。

下一步， 区生态环境局将进一步提升新

媒体环境下的法治宣传能力， 深入开展法律

宣贯，推动形成“四法”（尊法、学法、守法、

用法）的良好社会氛围。 进一步完善法治宣

传教育体系， 因地制宜地打造法治宣传文化

阵地，丰富群众获得法律知识的渠道。

（上海徐汇）

徐汇区启动“食安封签”项目

多方携手守护外卖餐食“最后一公里”

□通讯员 耿洁玉 施昱辰

日前，徐汇区启动“爱沪餐 - 食安封签”

项目。这是徐汇区市场监管局继 2018年在全

市首推“食安锁”、2019年率先制定“食安封

签”团体标准后，此番会同阿里本地生活（饿

了么、 口碑） 及相关金融机构， 携手推动的

“食安封签”再升级。

近年来，网络订餐已经成为众多市民的消

费选择，但时不时爆出的“口水案”、外卖异物

“罗生门”等，让外卖食品安全成为大家关注

的焦点。 而小小的“食安封签”通过简单的一

拉一贴，不仅“守”住了外卖食品的安全，也

“贴”出了放心消费的保障，其必要性已成为

监管部门、外卖平台、商家、消费者的共识。

然而，由于当前“食安封签”的使用无相

关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又涉及资金、时间

等多项成本，在扩大普及面、提升持续性上，

仍存在一定的难度。 以每张“食安封签”8分

钱计算，全市每天外卖订单达数百万份，全年

投入需要几千万元，无论是对于餐饮单位、外

卖平台、抑或政府部门而言，都是一项客观的

资金支出。 同时，外卖商户使用“食安封签”，

需在打印外卖订单小票后，再另行张贴，也增

加了商家的时间成本。 如何让“食安封签”使

用更具持续性、更有生命力，社会各方也在为

之积极思考、 加快推动。 此次徐汇区推出的

“爱沪餐 -食安封签”项目，就是通过找准各

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去实现互惠共赢。

对商户而言，该项目通过技术支持，做到

了两个“合二为一”，大大降低了使用“食安

封签”的资金和时间成本。第一个是将餐饮外

卖订单小票与“食安封签”功能合二为一，依

托热敏贴技术，通过一次性当场打印，一张单

子既涵盖了外卖订单信息，又具备了“食安封

签”的粘贴功能，省去了商户额外购买“食安

封签”的资金成本。第二个是将粘贴客户必需

的外卖订单与张贴“食安封签”两个动作合

二为一， 节约了外卖商户在用餐高峰期的时

间成本。 徐汇区保利时光里的“龙码头螃蟹

王”餐饮店是第一批试点商户，店长郭明明说

道：“对我们商户而言，封签就是订单，使用高

效便捷，而且可以支持所有外卖平台，真的是

既好用也实用。

此次订餐平台和金融机构也在其中发挥

了积极推动作用，阿里本地生活（饿了么、口

碑）与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全面合作，将在徐

汇区投入上千台“爱沪餐 - 食安封签”设备

终端， 并为外卖商家提供平台优惠、 上门安

装、免费培训和运维支持等服务，进一步助力

餐饮行业的消费复苏。

对于消费者而言，“爱沪餐 - 食安封签”

在保障外卖配送食品安全的同时， 会随餐打

出溯源二维码、实现“一餐一码”，消费者只

需扫码即可获得详细的订单信息。 后续还将

录入餐品出品信息、 厨师和骑手当日健康情

况，及商户证照信息、“明厨亮灶”、食品安全

信息追溯码等， 既让消费者 “明明白白”消

费，也为监管部门实现外卖餐品“全链条”监

管提供有力支撑。

对此， 徐汇区市场监管局副局长傅荣军

表示：“对于食品安全风险， 我们始终做到

‘零容忍’。 ‘爱沪餐 - 食安封签’项目将率

先在美罗城、环贸、徐汇日月光等 6 个徐汇区

外卖餐饮商户集中的大型商圈开展试点，后

续将不断总结试点经验， 本着自愿协商的原

则，逐步向超市、生鲜商家等应用场景延伸，

希望‘爱沪餐’能真正成为‘爱护餐’，成为

保护外卖餐食‘最后一公里’的‘安心签’。”

(文明徐汇)

满足为老助餐需求 建好社区“大食堂”

区民政局助力打造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为了让社区老人吃得好、吃得香，

徐汇区建好家门口的“大食堂”，老人

不仅能吃到菜品丰富、 价格实惠的老

人餐，区民政局还不断完善点位布局，

与邻里汇融合， 将满足居民为老助餐

需求纳入邻里汇功能设置，实现就餐、

社交、议事等功能的同步融合。

同时该区扩大年龄范围， 突破户

籍限制， 为实际生活居住在徐汇区的

老年人提供为老助餐， 将政策红利共

享给更多老年人，实现服务人性化、精

准化，助力打造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徐汇区有 13个街道镇、306 个居

民区， 该区的社区助餐服务经过 10

多年的推进，形成了供餐网络。目前全

区有助餐需求的社区已基本做到全覆

盖， 设立了老年人助餐服务点 107

家， 为 5600 余名老年人提供助餐服

务，每月供餐约 126000客。其中新建

改建的 7家社区长者食堂既可堂吃又

能送餐，丰俭由己，深受老人欢迎。

社区长者食堂之外还有 12 家综

合型助餐服务点，集膳食加工配制、外

送及集中用餐为一体， 配送餐能力在 150

客以上，2 家综合型助餐服务示范点配送

餐能力在 500客以上。

对有需求的老年人提出申请后， 由该

区街镇评估员上门评估， 符合条件的且有

行动能力的老年人提供集中用餐服务，行

动不便的则送餐上门。 为了让老人吃得饱

又吃得放心，区民政局与市场监管局联手，

建立食品安全例会制度， 加大对老年助餐

服务点的事中事后监管和检查考核力度。

此外， 为了弥补为老人助餐工作中的一些

短板，徐汇区从运营方式、价格机制、配送

模式等方面作探索。

首先是，提升餐食的质量，从“吃得

上”向“吃得香”转变，建好家门口的“大

食堂”、提升社区助餐服务水平，丰富菜品

种类，针对糖尿病患者开设无糖窗口，以及

偏淡窗口、 偏咸窗口等。 同时科学搭配膳

食， 推出荤素搭配、 热冷搭配等十几种菜

品，满足个性化需求。为老助餐也不是死板

的“一刀切”，徐汇区不以年龄为界限硬性

切割，而是综合考虑老人的身体状况、家庭

情况等， 将为老助餐服务提供给真正

有需要的目标群体。 该区还突破户籍

限制， 为实际生活居住在徐汇区的老

年人提供为老助餐服务。

徐汇区完善老人助餐的点位布

局，与邻里汇有机融合，实现就餐、社

交、议事等功能融合。 湖南街道有 1.9

万名户籍老人， 街道以邻里汇所在的

两栋楼为依托， 建设综合为老服务中

心。 A 栋一楼是社区长者食堂，目前

已开出早餐时段和午饭时段， 下一步

将视运营情况提供晚餐。餐后，居民还

可以到隔壁的“老克勒咖啡馆”点上

一杯咖啡，和三五好友聚会聊天。二楼

是长者照护之家， 同时辟出一块认知

症照护专区，为有术后康复、喘息服务

等需求的老年居民提供专业化照护。

B栋则设置了社区老年人日间服务中

心、护理站、家庭照护等。

为了提高经营主体的积极性，徐

汇区创新方式，以“公共 + 公益 + 市

场”的运作模式，将为老助餐从“政府

公转”向“机构自转”转变。 政府与运

营主体就场地选址、 优惠对象及额度等约

定，运用政府、相关企业运营方各出一点、

共同让利的方式，减轻运营方压力。 漕河泾

社区长者食堂由专营老年餐 10 余年的一

家餐饮公司承接， 食堂的菜品价格平价亲

民、菜品丰富安全。 徐汇区在送餐模式上，

探索与“饿了么”合作，采取老人承担一点，

街道补贴一点，企业让利一点的模式，老人

只需承担 2元送餐费。 通过创新探索、专业

运营，运营企业实现自负盈亏，形成社区为

老助餐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徐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