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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力源）上海市残疾人体育综合设施项目日
前在崇明区陈家镇开工，预计明年7月底竣工并投入使用。该

设施建成后将满足国家队和上海队14个项目19支队伍342人

的训练规模，并服务于2024年巴黎残奥会备战训练。

该项目占地面积8.02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3.28万平方米，

按照集中训练、集中学习、集中生活的模式新建体育馆、室内田

径馆、运动员餐厅、运动员公寓等设施，设置残疾人篮球场、坐式

排球场、轮椅击剑场、举重场、乒乓球场、重竞技训练场、室内直

线跑道、撑杆跳、跳远、跳高及相应配套服务功能。

这一项目建筑设计灵感来源于“船”“帆”，寓意残疾人运动

健儿在此扬帆起航、乘风破浪，建功新赛场。单坡起拱的屋面曲

线充满延伸感与柔和感，连通的二层连廊贯穿南北，传递了平等

包容与畅通无阻的美好寓意。项目紧邻市体育局崇明体育训练

基地，建成后两场馆将实现资源共享。

残疾人竞技体育，是残疾人事业和全民体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对于展示残疾人体育才华，激励残疾人自尊、自信、自强、自

立，促进体育健身康复，增进全社会对残疾人理解尊重、关心帮

助具有重要意义。上海市残疾人体育综合设施建成后将补齐残

疾人竞训体育设施短板，同时对标国内一流水平，发挥基地集成

训练的创新效应，聚拢更多的优秀队员、优胜项目。

上海开建残疾人体育综合设施

机关食堂一顿饭，怎么吃得对味又节约？

闵行区政务服务中心食堂，两条智能取

餐流线上的菜品色香味俱全。一道杏鲍菇牛

肉，青椒、杏鲍菇色泽分明，肉汁浓厚惹人垂

涎，正要舀起满满一勺，绑盘机上实时跳出

卡路里摄入量，一时让人“下不去口”。

自助取餐，反对浪费的关键在“按需

取量”。闵行区机关事务管理局探索亮出

“卡路里”，颇见成效。目前，闵行区政务

服务中心入驻多个政务服务窗口单位和

多家相关配套企事业单位，食堂为职工

提供早、午餐服务，日均用餐约900人

次。虽保留有人工点单窗口，但通常近三

分之二的用餐职工选择在智能取餐流线

上消费。“同等体量的食堂一般要使用两

个泔脚桶，这里只需一个。测算食品浪费

系数控制在0.15以内。”闵行区机关事务

管理局公共机构节能管理中心主任张少

峰这样介绍。

反对“舌尖上的浪费”，闵行区机关

事务管理局的巧思贯穿于“一餐饭”的各

环节，比如设置菜品智能称重付费、设计

能自动出水清洗餐盘湿垃圾的水槽、安

装餐厨垃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设备……眼

下，这套行之有效的系统将适时予以推

广，助力精益管理、节粮减损。

把控“按需”，实现源头减量

职工薛女士对“智能取餐流线”上线

前后的变化颇有体察。她平常饭量不大，

以往在食堂打饭，标配是两三个菜加一

碗米饭，“遇上胃口不好，要和打饭阿姨

沟通‘减量’”。“智能取餐流线”让她觉得

添了方便。

装有芯片的托盘，整齐地码在流线边

上。薛女士只要将托盘放上感应区，对着

显示屏刷脸。通过后台识别系统，托盘和

她的员工账号自动绑定。自助选餐过程

中，每道菜品前都有智能绑盘机和智能称

重机。显示屏根据称重，实时显示消费金

额、摄入的卡路里。每道菜品以50克为最

小计量单位，薛女士按需按量取餐后“刷

脸”即可完成支付。

菜品信息呈现得详细：包括口味，主

要成分及热量、矿物质和维生素等主要

营养素，“便于我自主选择，能吃多少拿

多少，避免浪费”。

这套数字化体验由闵行后勤管理有

限公司打造。总经理杨佳杰提及，“智能

取餐流线”刚上线时，取餐队伍移动得

慢，用餐职工都在看“卡路里”，“这说明

‘卡路里’的显示契合追求科学健康饮食

的大众心理，确实能助力把控按需按量

取餐。”

根据就餐者的食量需求以及日均菜量的差异化，食堂适

时推出小份菜、半份菜，引导职工按需按量点餐。

高效分类，提升处理效能

对“按需按量”的精准把控促就了“光盘量”的增多。当然，对

于制止餐饮浪费远不只用餐环节：垃圾分类以及食堂餐厨垃圾

的处置也是重要一环。

食堂餐盘收集处，筷子、调羹和干垃圾3个分类点标识鲜

明，唯独不见湿垃圾点位。一条长长的水槽解答了疑惑：餐盘里

的残羹剩饭因较强黏滞性，难以完全倾倒，槽内的自动出水装置

迅速清洗餐盘，将食物残留冲入凹槽收集。

“常规倾倒餐盘垃圾，很多职工又是敲桶边又是用手扒拉，

用力不当还会沾到身上。”杨佳杰说，智能化清洗水槽解决清盘

之难，也高效收集了湿垃圾。

那么，高效收集的湿垃圾去哪儿了？

闵行区政务服务中心大楼外的垃圾箱房内，有一台餐厨垃

圾就地资源化处理装置。“通过生物发酵将餐厨垃圾处理为可再

利用堆肥。占地面积小、处理时间短、无二次污染，有效降低餐厨

垃圾外部收运量。”张少峰介绍，设备每月进料总量约6吨，出料

总量约0.6吨，生物肥料主要用于服务中心内部及外围绿化养

护，“有时候会分装成小袋，送给喜欢养花弄草的职工，他们普遍

反映肥料质量高，植物长势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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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昨天是徐汇区龙华西路334弄

旧改项目启动签约首日，下午2点半刚过，

签约率已经达成100%。70岁的“老土地”

王根林一早赶来旧改征收基地签字。1953

年，他父亲作为首批上海水泥厂职工风风

光光搬进龙华西路334弄，母亲彼时正大

着肚子。同年他在29号楼出生。18.4平方

米的房间，不知不觉已住过四代人。

王叔是这里大多数居民的缩影：当年

人人艳羡——“厕所虽共用，但家里很早接

入煤气管、用上抽水马桶，都是当时最时兴

的，小时候同学放了学都爱跑我家做功

课。”岁月变迁，职工宿舍愈显局促、老旧，

加之缺乏独立的卫生配套，多年来居民旧

改呼声强烈。去年11月，龙华西路334弄旧

改项目首轮征询以96.89%通过，该地块旧

改征收启动。

“虽说签约率超90%生效，但大家都奔着

百分百去。我们在‘硬政策’里提升群众工作

的‘软实力’，就是要帮居民算好这本账——

是经济账，也是感情账、发展账。”龙华街道

党工委书记张健慈说，把准民情所需的旧

改，能放大居民们的获得感，让大家憧憬新

生活的同时，也感恩、留恋过往日常。

算好经济账：分类标记、分
层施策

龙华西路334弄旧改项目，共225证，

涉及居民252户、893人。小区共13幢房

屋，其中11幢为2-3层的砖木结构房屋，

原系上海水泥厂职工用房。

这也带来旧改中的最大难题——家庭

矛盾：父辈分到的职工房，原本承租人已过

世，家中兄弟姐妹怎么分配？

一轮征询排摸时，街道专班工作人员

就意识到，各家各户形色各异的诉求不适

合打统仗。于是推出“三色榜”——将居民

按照“红、黄、绿”三色分区标注，分类标记、

分层施策。其中，红色是生活困难或家庭矛

盾明显的居民户，亟待重点关注。

譬如林家兄弟，哥哥老林住北间，弟弟

住南间，但两证的承租人都是弟弟。弟弟不

肯松口，怎么分配一度陷入僵局。征收所、

司法援助等各方专业人士给出的答案一

致：承租房不同于产权房，同住人有权享有

产权的分配权利。

法理说清了，征收方案怎么用，才能更

好地解决兄弟俩实际居住困难？二征所项

目负责人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给林家算了

一笔账：哥哥想拿房，就选松江性价比高的

一室户；弟弟拿剩下的货币，再挪出一小部

分给哥哥用于装修、过渡。一笔账算得哥哥

弟弟心里都舒坦了，弟弟也爽快签约。

难舍感情账：“老主任”来带头

“我自己不做好，怎么劝居民？”62岁

的退休“老主任”章培霞早早搬了家，昨天

赶回来签约。章培霞于上世纪90年代搬来

这里安家，后来又当上这里的居委会主任，

亲上加亲。章培霞总说自己“喉咙响”，是十

多年基层工作打的底。但也冲着这份热忱

爽朗，居民们五花八门的需求、纠结等不愿

与外人说的“苦豆子”就这样一股脑冲她倒

了出来——穿梭在里弄的时候，章培霞随

时会被摇着蒲扇的居民拉住。往树荫下一

站，热也不怕了，只要居民肯聊，章培霞都

陪到底，一聊就是几小时。

旧改基地中的一丁点儿的矛盾、纷争都会

被拿着放大镜来审视。所以章培霞带头签约，也

站在居民立场帮忙解决问题、打开心结。原本心

里纠结的居民松了口：“老主任的账总要买。”

昨天的签约现场，62岁的顾寒竹一见到70

岁的唐凤芳，两人就拉住了手开始说笑。她们

脑海中都还记得，当年在居民区穿行“摇铃”的

日子——提醒大家门窗关好，雨天收回晾晒衣

物，注意用电用水。笑着笑着，阿姨们开始抹

泪。“不想走，实在是舍不得姐妹们。”

启动签约前夜，强生居委会又热热闹闹办

了场纳凉晚会。晚风小雨里，阿姨爷叔聚起来

举着伞看演出。老邻居们已经相约再聚，哪怕

搬走了，还和以往一样，回到居委会，每家端一

两个菜，铺满一张长桌子。

徐汇区龙华西路   弄旧改签约启动当天实现   %签约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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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他们大胆与创业者定下“十年

之约”，这样做的理由只有一条：硬科技创业

没有“十年磨一剑”的精神是做不成的。2018

年，创徒的第一支私募基金正式运作，聚焦种

子轮和天使轮，一共投了9个项目；2020年，

第二支基金募集完毕，今年将全部投完。目

前，第三支基金的募资工作已经启动。

创徒丛林投资的所有项目中，早期项目

超过80%，其中天使轮投资占比达2/3。坚持

做以十年为期的“耐心资本”既向合作伙伴表

达了诚意，也凸显了创徒丛林“做优秀科技企

业的发现者、合伙人和陪伴者”的理念。

智能驾驶新兴企业纵目科技成立不久，

就入驻了创徒丛林。创徒不仅用两轮基金投

资加持，还在投融资服务、生产基地建设、

园区道路驾驶测试等方面给予纵目以关键

性支持。如今，纵目科技的产品已进入国

内大多数主流整车厂，年营业收入近5亿

元，公司的科创板上市申请已被正式受

理。纵目科技创始人唐锐深有感触地说：

“很少有早期基金能陪伴企业走过这么长时

间，我们成长壮大的每一步都有创徒丛林

的陪伴与呵护。”

坚持“投早、投小、投硬、投人”
上海现有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等

各类创新创业载体500多个，仅浦东新区就

有近200家，其中不乏大型、专业、老牌的明

星孵化器。作为后来者的创徒丛林想要找到

优质项目，必须练就火眼金睛，在项目或企业

刚刚萌芽时就将其锁定。

因此，创徒丛林始终把目光聚焦在早期

优质团队上。叶森相信，只有优秀的创业团队

才可能孕育一流的创新企业。独角兽潜力企

业钛米机器人就是这样被选中的。与其说是

创徒丛林投资了钛米，不如说是投资了其创

始人潘晶。正是因为认可潘晶是一位既懂技

术又懂市场且充满理想与激情的人，创徒丛

林才决定投资；而正是有了这笔投资，潘晶才

决心走出象牙塔成立自己的公司。

“我们对于看中的优质项目和优质企业，

是不计成本、全情投入的。”叶森说。如今，钛

米机器人在国内率先定义了智能消毒机器

人、物流管理机器人以及智慧医疗服务机器

人三大类医疗机器人品类，其研发的消毒机

器人是全国首款获得消毒器械注册证的机器

人，病房服务机器人则是全国首款获得国家

药监局二类注册证的医疗服务机器人产品。

与业界各方设立合作机制、搭建合作网

络，紧盯填补国内空白、技术门槛高、有机会

挑战全球顶尖水平的创业团队，是创徒丛林

一路坚持的孵化逻辑。在发现、筛选、甄别

创新团队的过程中，创徒非常注重前沿性

和成长性这两项关键指标，并以此为参照，

构建创新项目的资源网络。它联合上海集

成电路技术与产业促进中心、上海微技术

与工业研究院、张江高科、南京银行等建设

了国家“芯火”双创平台张江基地，联合中微

半导体等建设第三代半导体研发中试平台。

这些协同创新举措不仅能够敏锐挖掘出潜

在的优秀团队，还有力推动了在孵企业产品

市场化的进程。

创徒丛林“投早、投小、投硬、投人”的理

念，让其投资命中率在业内有口皆碑。在它投

资的十多家企业中，有4家入选国内权威投

资排行榜“投中网最佳投资案例TOP10”；其

投资的3家人工智能企业全部入选世界人工

智能大会最高奖——SAIL奖TOP30榜单。而

这也是“耐心资本”的生存之道。

全员持股，孵化热情“不设限”
创徒丛林的孵化团队极为精简，连同创

始人叶森在内一共只有11人。有意思的是，8

年来，没有一个人离开，也没有再加入新人。

无论是投资还是孵化，本质上都是服务。

孵化器的服务水平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孵化团

队成员的积极性和投入度。为激发团队的孵

化热情，创徒丛林采用了全员持股的方式，让

每位团队成员都能享受到投资增值所带来的

红利。因此，虽然都是些“小股东”，但每位员

工发自内心地想把入孵企业服务好。

动力无限的创徒团队真的很拼。他们帮

助先楫半导体公司创业团队设计股权架构、

拟定融资方案、对接供应链资源；想尽办法

为上海治精微电子有限公司以较低成本获

得了EDA等多种设计软件、研发设备等专

项支持……甚至下班后，他们还会化身大

厨，为入驻企业准备可口菜肴。

“小而美”的创徒丛林一路遵循着自己的

“小目标”：每年孵化一家优秀企业，十年后就

会有十家优秀的科创企业涌现。如果上海的

孵化器都能实现这样的“小目标”，那么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这个“大目标”一

定能实现。这是创徒丛林的梦想，也是上海孵

化器能级提升的空间所在。

“耐心资本”十年熨热“慢产业”
闵行区政务服务中心食堂推出智能取餐流线，用餐人员按

需取量，力争“光盘”。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连日来，申城持续遭遇雷阵雨天气。7

月21日晚高峰期间的突发暴雨，一度导致

76处道路、37处下立交、72个小区发生积

水。全市多部门闻“汛”而动，奋战在防汛

第一线。

昨天凌晨1时许，经过抢险队伍不懈的

努力，最后一个下立交积水消退，而环卫保

洁人员又赶在清晨“接力”，对全市各条道

路开展了全方位清扫保洁，让周末上午的车

辆、路人交通通行恢复如常。

启动应急预案，连夜排除积水

来自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7月15日

起，本市轮番上演雷阵雨天气，主要降水过

程出现在16日、20日和21日。

据市防汛办介绍，21日的降水过程呈现

降水强度大、累积雨量大的特点。作为中心

城区防汛主力军之一，城投水务排水公司当

天收到预警后，即刻启动应急预案，700余名

防汛战斗人员进岗就位，根据预案全力排除

雨水。

由于雨势过于集中，又正值交通高峰时

期，暴雨对城市运行造成较大的压力。与市

防汛指挥部积极沟通后，排水公司在当天

16时15分发布了预抽空指令，下辖各运行

分公司的视频车辆也在暴雨期间实施持续巡

检，第一时间上报各自辖区内的积水情况，

为抢排积涝创造积极条件。

新虹街道当天的最大雨量排在全市第

一，辖区内的积水情况比较严重，商务区

下沉式广场、地下车库、隧道、居民区、

路面交通等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积水。

“我们在第一时间封闭了宁虹路、天山西

路等地道，避免事故发生，尽可能降低损

失。”新虹街道相关负责人介绍，新虹水

务站、派出所、城建中心、城运中心、

城管中队、营商办等相关部门也迅速采

取措施，清理积水，保障交通畅通和市民

的安全。

当晚雨停后，全市防汛泵站依然保持低

水位运行加快路面退水。

经过持续排水后，新虹街道防汛指挥部

微信工作群里当天深夜11点48分弹出信

息：“新虹区域道路积水已基本排除，后续

落实道路清淤工作。”

及时疏通，开展全方位清扫

昨日清晨，负责闵行区古美街道路段环

卫工作的章师傅一上岗，就开始清理路上的

树叶和其他垃圾，同时迅速推排积水，避免影

响市民出行。落叶沾水后，不仅重量增加，还

非常难推扫。只见章师傅握紧扫把，向下按压

树叶，再挥力聚拢成堆。一条路从头走到尾，

再从尾走到头，地毯式排查，树叶装满一桶又

一桶，然后用垃圾车拖走。

下雨天，防滑板、人行绿道上，落叶紧紧贴

在路面，人工清扫效率低、速度慢，尤其是在一

些树木密集的路段。为提高清扫效率，很多环

卫部门都采取了“冲洗车+人工”方式。对于主

次干道落叶、泥水及附着在路面的零散杂物

等，先由洒水车将其冲刷到路边，再由洗扫车

进行清理，最后由环卫工人进行查漏补缺；对

于人行道落叶等，先由环卫工人进行普扫，再

由小型机械车辆进行精细保洁，彻底清除路面

尘土、污物，避免天晴后造成扬尘污染。

收运潮湿的落叶等堆积物也与平日有所

不同。环卫师傅们将落叶先扫到一处，再直接

打包装袋，短短几小时，一只只大号垃圾袋就

装满了落叶。据章师傅介绍，平时都会将干燥

的垃圾直接扫到垃圾桶或推车。

为了达到“即扫、即清、即运”的效果，有

的环卫班组还加大了人力安排，采用2至4人

一组的流水式清扫法，扩大清扫面积，提高清

扫落叶的效率。

在清理井内垃圾的同时，环卫工人会对

井口和井盖上的污垢进行清扫，确保排水管

道通畅，便于雨水快速流入。

记者了解到，市环卫部门根据预警信息，

前天及时启动了应急预案，共有335支应急

保障队伍、4960名应急保障人员随时待命。

在雨势较小的区域，环卫作业人员紧盯道路

排水口，清除垃圾及落叶，确保排水口周边无

垃圾落叶堆积。

应急保障人员冒着大雨对本市环卫保洁

道路开展巡查，重点就是1121条（段）易积水

道路。在雨势较大的区域及道路积水严重的

路段，及时与排水管理部门沟通情况，增配环

卫保洁力量及时疏通、清理排水口。

道路积水退去后，全市环卫保洁人员又

从昨天清晨开始，逐一清扫暴雨之后的人行

道、马路路面，清洁车高压水枪轮番清洗，开

展全方位清扫保洁，快速恢复道路整洁。

连日遭遇雷阵雨天气，对城市运行造成较大压力

闻“汛”而动，申城多部门奋战第一线

21日 ，

市民在暴雨

中艰难前行。

本报记者

袁婧摄

▲ 居民高兴地展示签约合同。

 居民拿着货币补偿签约顺

序号，合影留下值得纪念的幸福

时刻。

均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制图：冯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