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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昆“霓裳雅韵·兰庭芳菲”演出开幕

本报讯 （记者黄启哲）“霓裳雅

韵·兰庭芳菲” 上海昆剧团建团 40 周

年系列演出的首场演出庆祝晚会，昨

晚在上海大剧院落幕。 “昆曲人永远

不放弃，永远不停歇，我们在路上，明

天一定会更美好。 ”在上海戏曲艺术

中心总裁、上海昆剧团团长谷好好的

带领下，上海昆剧团五班三代百余位

演 职 人 员 以 不 停奔跑的状态呼应 演

出主题———我们在路上。

昨晚演出中，上海昆剧团的 40 年

风雨历程在舞台呈现。展现从首任团长

京昆大师俞振飞及“传字辈”老师开始，
一代又一代的昆曲人守住落寞，薪火相

传， 迎来了属于戏曲人最幸福的当下，
以五班三代、 文武兼备的整齐队伍，书
写昆曲在今天的姹紫嫣红。接下来的五

天里，还将有两场经典折子戏、一场京

昆武戏专场、明星版《长生殿》和明星反

串版《牡丹亭》陆续上演。

杭州“原居安养”让老有乐养春节期间， 很多人有出游计划， 可

家里老人怎么办？ “幸好家附近有 ‘颐
养苑’， 我把85岁的老母送过去， 那里

有专业的医疗护理 ， 她还能喝 茶 、 打

牌、 看戏， 我们也可随时通过手机App
在千里之外了解老人健康状况。” 杭州

市江干区采荷街道的张先生告诉记者，
老人在 “颐养苑” 住得安全舒服， 他们

也可以放心出游。
“‘颐养苑’ 就是为有照看需求的

老人开设的微型养老院， 规模小， 功能

却齐全 ， 是近年来江干 区 在 养 老 行 业

发展瓶颈的基础上创新打造的 ‘原 居

安养’ 新模式。 所谓 ‘原居安养’， 就

是 通 过 构 建 ‘家 庭—社 区—街 区 ’ 三

位一体式养老资源平台 ， 形成 家 庭 养

老 、 社 区 托 老 、 街 区 助 老 的 三 级 圈

层 。” 江干区民政局局长沈建平介绍 ，
康 复 医 院 、 颐 食 坊 、 颐 乐 坊 、 颐 养

苑 ……如今这样的服务机构分 布 于 江

干各个 街 道 、 社区 ， 为老人提供 “无

偿+低 偿 ” “短 期+长 期 ” “全 托+半

托” “治病+健身” 等家门口的阶梯式

综合养老服务。

“原居安养”让老人“离
家不离社”

80岁的王大爷做完心脏支架手术

后，在家休养没条件，住医院费用又太

高。“我们白天工作忙，没有办法陪护，
况且家里地方小， 缺乏最基本的护理

设备，与父亲商量后，便送他去了颐养

苑。”王大爷的女儿说，老人也挺乐意，
因为他的几个老友也在那里， 而且条

件不错，床是智能化的，不但可以调整

起落角度， 还可以在发生紧急状况时

求救。 护理员每天会在固定时间陪老

人去康乐室锻炼身体。天气好的时候，
老人喜欢在街区散散步， 精神好时大

家一起聊天喝茶听讲座。
更让王大爷女儿开心的是这里的

费用并不高。 “每月收费3000元左右，
餐饮、住宿、照管、医疗服务都包含了，
生病马上可以住进病房。医生专业，护
士细心，转大医院治疗也很方便。 ”王

女士表示，在颐养苑内，老年人常见的突

发疾病都能得到专业治疗， 而诊疗康复

项目和药品支出全部纳入医保 报 销 范

畴，不仅破解了老人看病难问题，也减轻

了经济负担。
据了解，早在2016年10月，江干区采

荷街道便在江汀社区打造了全 国 首 个

“医养护”一体化惠老服务特色街区———
颐和·乐龄街。通过梳理整合辖区内养老

服务资源，将“颐食坊”老人营养餐配送

中心、“颐乐坊”老年活动中心、“颐阅馆”
街道文化书院等机构连为一体， 并以公

建民营模式建成杭州首家“嵌入式”微型

养老院“颐养苑”，破解老小区养老难题。
“与传统养老院不同，社区微型养老院床

位较少，但‘嵌入’小区内部，与居民家庭

仅一步之遥。子女工作繁忙时，可将老人

送到微型养老院短期住宿， 较难照管的

失智、高龄老人也可选择长期入园疗养，
让老人在‘离家不离社区’的环境下享受

高品质养老服务。 ” 沈建平表示。

沈建平介绍， 打造微型养老院充分

考虑了政府投入与激发社会资本和公益

力量三方面因素。 在微型养老院招标过

程中， 江干区民政局和采荷街道分别免

费提供配套养老用房200多平方米和300
平方米， 同时投入150万元前期建设资

金， 并承诺后续给予每年20万元的运营

补助， 这些优惠条件吸引了12家民办社

会养老机构前来竞标。150万元只能设置

10张养老床位，用于补贴，则可获得有效

养老床位100张以上，获得了10倍效益。
“养老工作做得好不好， 老人说了

算。 ”沈建平介绍，为了考核评估养老机

构的服务水平和质量， 江干区在先后出

台了《江干区养老服务需求评估办法》和
《江干区居家养老服务工作职责与考核

办法》， 开展养老服务质量第三方测评，
向老年人收集辖区各项养老服务需求，
以及机构服务的情况。 “考核办法坚持

‘奖励制’与‘淘汰制’并行，提出当年群

众满意率达到90%以上的服务机构 ，将

延续下一年的服务资格， 达到95%以上

的，延续两年的服务资格。 ”

智慧养老让老人更放心

江干区闸弄口街道党工委书记胡秋

腾日前到北京人民大会堂领回 一 项 荣

誉———全国智慧健康养老示范街道，这

是由国家工信部、民政部、国家卫生计生

委三部委联合开展的智慧健康养老应用

试点示范评选， 全国共有82个街道 (乡
镇)被评选为示范试点，浙江占了9个，闸

弄口街道是杭州唯一入选单位。
在闸弄口街道养老到底有多智慧？

家住董家苑社区82岁的张大爷 深 有 感

触。 张大爷患有糖尿病、高血压，需要每

天量血压和血糖。 夕阳红居家养老生活

护理员会在约好的时间带着一套智能医

疗设备上门来为张大爷家服务。 “测量完

毕 ， 测 量 结 果 ： 高 压159mmHg， 低 压

73mmHg……”一测量完，护理员的手机

上就语音报出了测量数据， 同时带有蓝

牙功能的测量仪已经将数据同步上传到

街道智慧健康养老服务平台上， 手机医

疗平台“生命卫士App”上立即显示出老

人家之前的血压数据及走势。 如果张大爷

出现血压不稳定或心律偏快等情况，社区

的签约医生将同步收到提醒信息，会立刻

打电话过来询问情况或及时预约诊断。
“目前，这套智能医疗监测系统，面

向街道16300多名老人， 其中1407名高

龄、独居空巢、残疾失能失智的老人，街

道47名居家养老员会一对一上门服务。”
闸弄口街道社会事务科科长许洁介绍，
街道还建立了13支320余名邻里互助志

愿队伍， 依托街道智慧养老服务平台和

烟感探测器、红外人体感知仪、随身紧急

按纽等智能化安全援助设备， 提供全天

候24小时安全紧急援助服务。
“2017年，江干区民政局围绕‘1+3+

3+N’模式，以智慧养老为目标，凭借一部

终端、一张网络、一个平台，向老年人提

供紧急救助、生活服务、亲情关爱三类服

务，涵盖老年人多项需求。2017年服务人

次达到2.2万人。 ”沈建平表示：“老年人

对美好晚年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

斗目标，养老不仅要养得起，更要养得好，
优质的‘医、食、住、行、乐’，每一样需求都

不能少。 ” （本报杭州2月23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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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管服”让这一锅“红浪”暖嘴酣心

从“游击队”到“正规军”，“90 后”东北小伙在上海卖麻辣烫，见证
这座特大城市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尺度、态度与温度———

穿上厨子围裙，六个炉灶齐齐开启，热
烈舞动的火苗何尝不是小吃店老板孙凤超

眼下生活的写照：红红火火，生机勃勃。
对这个“90 后”东北小伙来说，2018

年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去年 12 月，他终

于为自己的砂锅式麻辣烫办出了心心念

念的经营许可证。
2017 年 ，上海在全国率先试水 “小

餐饮临时备案制”，对周边百姓确有需求

但因为房屋属性等原因办不出经营许可

证的小餐饮实行备案纳管。 孙凤超正是

上海首批小餐饮备案者。短短半年，孙凤

超再进一步，成功拿到餐饮许可证，合法

经营的底气更足了。
从“游击队”走到“正规军“，小老板

孙凤超在上海的打拼与奋斗， 也见证了

这座特大城市对食品安全监管的尺度、
态度与温度。

“三班倒”的工厂，日夜红
火的麻辣烫

红浪翻滚，滋滋作响，吃得人嘴暖心

酣， 这就是已在中国大江南北扎扎实实

红火了十多年的麻辣烫。因此，当孙凤超

大学毕业之际，问他来上海干啥时，他想

也没多想地说，“我要去开麻辣烫！ ”
事实证明，他的这个决策不错。
如今， 孙凤超的麻辣烫开在松江区

小昆山一带，工厂林立，务工者以及他们

五湖四海的胃让周边小街上的小吃店热

闹地繁衍起来。 孙凤超的麻辣烫就开在

一条不足百米的小街， 与沙县小吃、卤

味、重庆烧烤等勾勒出附近居住者的“胃
系”，以及他们对食物的基本考量———好

吃、不贵。
记者赶去采访时，春节就在眼前了，

小街上都是拉着箱子往外走的 年 轻 男

女，工厂放假了。 即便如此，小孙的麻

辣烫生意依旧不错。
“想吃啥，自己随便选。 ”下午一点

多，客人还在往里走，孙凤超热情地招

呼，口音中带着明显的“东北大碴子味”。
他的店面不大， 店堂整洁，40 种

荤菜、24 种豆制品和主食、27 种蔬菜

被码得整整齐齐， 分门别类地躺在一

个个冰格里。
加汤、置菜、添料、煮制、出锅，整个

过程孙凤超完成得熟练而流畅。一份麻

辣烫烹饪完成大概要五分钟，炉上一共

六个灶，忙起来，孙凤超便左右开工。

来的一对年轻男女是老主顾，“这一

片有好几家麻辣烫店，这家是最好吃的”。
这家麻辣烫的客源主要就是周边的

工厂员工，因为工厂“三班倒”的工作特

点，小店日夜红火。 下午一点半，记者见

到孙凤超时， 头天忙到早晨四点才送走

最后一个顾客的他刚从床上爬起来。 这

里是打工者喜欢的“深夜食堂”。
在东北，用砂锅煮麻辣烫是一种常见

菜式。 孙凤超对这一口家乡口味格外自

豪，他说，砂锅能锁住麻辣烫的鲜香味，加
上他独门熬制的汤底，一人一锅，吃得有

滋有味，汗流浃背，那就一个字：爽。

小小麻辣烫“转正”，走上
“有证有照”之路

一直在后厨忙活的父母是这家店仅

有的“伙计”，妈妈备菜，爸爸洗碗，儿子

掌勺， 一家子在简单的流水线上分工明

确，相互帮衬。
戴上帽子，系上围裙，现在的孙凤超

一副厨子模样， 但从小到大他在家从来

不是“主厨”。 “读书读到二十二三岁，哪
有机会进厨房。 ”孙爸爸打趣儿子。

孙凤超在哈尔滨上的大学， 学的是

土木工程。孙凤超笑着对记者说，没想到

毕业后做了“炉灶工程”。
大学时，孙凤超到上海过暑假，在大

哥大姐的小吃店里帮忙， 一帮帮出了一

个创业计划。 2016 年，孙凤超大学毕业

后就跑到上海，一本正经准备开餐馆了。
起初， 孙凤超没少为餐馆的合法性

发愁，他看中嘉定的一处地方，但因为店

铺属于集体产权，办不出经营许可证，他
心里不踏实。 去年春天，转机来了，上海

要推出小餐饮备案制。
花了 3000 多元添置油水分离器、摄

像头、消毒柜，孙凤超没嫌贵，反而松了

一口气， 他在嘉定的这家砂锅式麻辣烫

经整改通过审核，拿到了《便民饮食临时

备案公示卡》，孙凤超成为首批小餐饮备

案者。这意味着在一年备案期内，他的小

店不用和监管部门 “躲猫猫 ”，从 “游击

队”被收编为“正规军”。
根据上海 《小餐饮备案监督管理办

法》规定，备案状态最多持续三年。 监管

部门设立有限期的临时备案， 是希望倒

逼备案者在有限时间内“升级”，最终获

得食品经营许可，堂堂正正做生意。
为何是三年？据介绍，近年来上海餐

饮 服 务 单 位 的 经 营 状 况 平 均 有 一 个

“2.5”的趋势，即经营两年半之后 ，不是

因为经营不善而退出市场， 就是继续发

展壮大。 这是市食药监局和市工商局合

作，分析大数据后得出的结论。
孙凤超没有被动等三年， 就在嘉定

店开业半年后， 他发现松江这带房租更

便宜，且房屋属性没问题，有希望办证。
找店、搬家、装修、跑部门……去年

12 月，前前后后办了一个多月 ，孙凤超

终于走完了所有的审核流程， 提前走上

“有证有照”之路。

一家只要在一起，在哪里
都是过年

有证了，搬新店了，生意好不好呢？

“搬到松江后，原本积攒的一批老客户没

了，但这里的生意也不差，关键是心更踏

实了。 ”谈起新店，孙凤超很满意。
跟记者说话间， 一条外卖订单跳进

孙凤超的手机。 孙凤超也在外卖平台上

开通了账户， 这样每天能多卖出 20 多

碗麻辣烫。
五六分钟， 一锅美食煮成， 孙凤超

用夹子拎起这锅烫食， 滴滴不漏地倒进

一个大大的打包盒里， 汤汁多得溢了出

来。 “你给得也太实在了。” 孙妈妈帮

着收拾。
“我们店之前一直是五分的满分，

后来就因为一个顾客说给的量少， 没给

五颗星， 总体分就跌到了 4.8 分 。” 孙

凤超很在乎外卖平台上的食客评分， 当

保持五星的评级时， 这家小店往往能最

先进入饥肠辘辘者的视野。
提着外卖盒， 孙凤超赶紧出门， 由

于地处市郊， 外卖骑手少， 他得自己送

货。 他此行的目的地是两公里开外的一

个员工宿舍。
顺利找到 宿 舍 楼 ， 孙 凤 超 却 在 楼

下傻了眼： 宿舍楼前有门禁。 不得已，
他给顾客打了电话 ， 被告知另 有 一 扇

门可以进楼 ， 并被要求务必送 进 宿 舍

楼里来。
小本经营， 顾客至上！ 孙凤超一刻

不敢耽误， 绕到宿舍楼另一边， 也没能

进去。 这时， 距离平台要求的 30 分钟

送达倒计时只有 3 分钟了 。 他 有 些 着

急， “要是顾客给差评咋办……” 孙凤

超紧紧抱着自制的塑料泡沫保温箱， 小

跑着重新回到宿舍楼下， 再次给顾客打

电话， “实在不好意思， 请您下来拿一

趟， 辛苦了。”
直到顾客取走那份麻辣烫， 孙凤超

才松了口气， 满足地骑车往回赶。
今年过年， 这一家子就被这家店幸

福地拖累着， 不回东北老家了。 “附近

工厂得到年跟前才彻底放假， 我们基本

歇个两三天又得开工了。” 孙爸爸说着，
脸上写着满足与安定， 仿佛一家人， 只

要在一起， 在哪里都是过年。
今年上海提 出 要 基 本 消 除 无 证 餐

饮， 在全市16 个区已有 2000 多家备案

纳入管理的小餐饮 ， 这为解决 无 证 餐

饮问题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 孙 凤 超 无

疑 是 小 餐 饮 备 案 者 中 的 佼 佼 者 ， 从

“游击队 ” 走上 “正规军 ”， 在上海食

品 监 管 的 规 则 与 温 情 之 间 努 力 生 活 ，
脚踏实地。

《园冶注释》《茶典》获“世界最美的书”奖项
用现代设计语言将园林和茶两种中国文化的典型元素呈现在世界面前

本报讯 （记者许旸）2018 “世界

最美的书” 评选近日在德国莱比锡揭

晓， 中国选送的 《园冶注释》 和 《茶
典》 两书分别荣获 “世界最美的书”
银奖和荣誉奖。

今年获奖的两部中国作品有个共

同点： “古书新作”， 两本书的设计

师分别运用现代设计语言， 将园林和

茶这两种中国文化的典型元素呈现在

世界面前。 这也是 “中国最美的书”
连续第三年有两部作品获得 “世界最

美的书” 奖项。
银奖作品 《园冶注释》 是我国著

名造园学家陈植为明代 《园冶》 做的

注释， 由张悟静设计， 中国建筑工业

出版社出版 。 《园冶 》 写成于 1634
年， 为中国最早最系统的造园著作，
也 被 誉 为 世 界 造 园 学 最 早 的 名 著 。
2017 “中 国 最 美 的 书 ” 评 委 会 评 价

《园冶注释》 是现代版本的古书， 洋溢

着古风古韵。 排版遵照传统， 版面布

局节奏富于变化， 给读者带来丰富阅

读体验。 卷首页颇为内敛， 内文隔断

选用的纸张手感富于变化。
获得荣誉奖的《茶典》以《四库全

书》中的八部茶学著作为蓝本，选取中

国历代“茶”主题珍品书画九件作为插

页，讲述中国的茶文化，由潘焰荣设计，

商务印书馆出版。 中国茶文化博大精

深，自唐代陆羽《茶经》问世以来，历代

爱茶的文人墨客，就种茶、采茶、制茶、
选茶、煮茶、品茶及茶器、茶道等各个

方面撰写了多部著作。 在业内看来，
《茶典》体例间隔纸张选用宣纸，很朴

素；隔页配图，与内容相匹配；封面材

料、色彩选用到位。
由 德 国 图 书 艺 术 基 金 会 主 办 的

“世界最美的书” 评选已有近百年历史，
代表了当今世界书籍艺术设计的最高荣

誉，每年一届，年度获奖图书会亮相当年

莱比锡书展、法兰克福书展，并在世界巡

展。参选的中国图书均来自上一年“中国

最美的书”的获奖作品。作为上海市新闻

出版局 2003 年创设的书籍设计评选项

目，“中国最美的书” 至今已举办 15 届，
先后有 15 批 321 种书亮相“世界最美的

书”，19 次走上领奖台， 其中 2004 年的

《梅兰芳（藏）戏曲史料图画集》、2016 年

的《订单———方圆故事》摘得“世界最美

的书”金奖。“中国最美的书”已成为中国

文化“走出去”的成功样本，也是国内优

秀图书设计师走向世界的重要平台。 中

国的书籍设计者在立足本民族文化特质

和精髓的基础上，正融合世界设计潮流，
不断展开创新和探索。

孙凤超

和他的麻辣

烫店铺。
本报记者

唐闻佳摄

“霓裳雅韵·兰庭芳菲” 演出庆祝晚会现场。 （上海昆剧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