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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当起引路人，打造虹桥商务区“易食堂”
5万白领职工吃饭难题如何解决？

■劳动报首席记者 包璐影

职工“搭伙午餐”
降低吃饭成本

白领小吴在虹桥天地附近的

一家企业上班，每天中午，她总要
和一两个同事一起结伴吃午餐 ，
常去的地方基本都在办公楼附近

的一些餐饮商圈。 用她的话来说，
自己很“害怕”一个人吃饭。 “单独
吃饭成本太高了。 ”小吴的一句话
代表了周围不少白领的心声。

原来， 因为地处虹桥商务区，
附近的餐饮店铺虽有 700多家，但
都比较分散，对于白领职工们来说，
中午 1 至 1.5 小时的就餐时间，基
本不会走得太远。可这些餐饮店铺
的消费水平普遍不低，就算是吃一
份简餐，一不留神往往花费就会“超
标”。因此，不少女白领会结伴吃饭，
大家各点一些餐食，相互分享，这种
“搭伙午餐”降低成本的方式普遍存
在于女性职工白领群体中。

也有白领选择外卖点单 ，价

格上虽然可以略加控制， 但对于
高端商务写字楼的办公环境来

说，却有些格格不入。 “我们公司
就规定， 中午不能带油腻的东西
在办公室食用，容易有味道。 ”白
领李小姐直言。

于是， 中午的这顿饭成了虹
桥商务区白领们每天必须要好好

盘算的一件事， 让白领们吃完早
饭就想着“吃午饭”。

九成受访职工
反映吃饭难题

谈起 “吃饭难 、吃饭贵 ”的问
题，新虹街道的一组大调研数据
证明了这一点。 “在日常的大调
研中，有超过 9 成的受访职工向
我们反映吃饭难题。 ”街道总工
会副主席李明说，其中 ，79.5％的
受访职工表示最在意菜品价格 ；

95％的受访职工表示菜品卫生最
重要 ；98.4％的受访者表示在虹
桥商务区经历过午餐排队。

“就餐难题 ”摆在面前 ，不可
回避。 记者从街道方面了解到，目
前， 有超 3700 家企业、 逾 50000
名白领职工聚集在虹桥商务区 ，
堪称上海乃至全国经济发展中最

活跃的人群之一。
如果职工的“就餐经脉”堵塞

了， 势必会影响到日常的正常工
作，同时，对辖区的营商环境而言
也是一种变相的打折。 那么，作为
政府部门的街道该如何出招呢？

不少职工提出， 是不是可以
办个职工食堂？ 对于这一想法，相
关部门表示“比较难实现”。 记者
了解到，由于虹桥商务区 80 余平
方公里的辖区内， 企业和项目地
块较为分散， 每个项目区域若都
建造一个食堂，有些浪费。

最主要的一点， 辖区内餐饮
商户很多，既然有资源，为何不能
直接利用呢？ 为此，街道总工会从
这个角度进行了探索，“新虹易食
堂”的概念就此诞生。

整合餐饮资源
打造职工“易食堂”

“我们所说的易食堂， 并不是
说要去新开几家餐厅。” 李明直言，
而是将现有的餐饮资源整合利用。
他告诉记者，工会将在商务区的几
个商圈里，根据一些标准，比如规
模、口味和服务态度以及卫生条件
等方面， 每个商圈选定 2-3 家餐
厅，作为“新虹易食堂”的特约商家，
为工会职工提供就餐折扣和便利。

记者了解到，目前，通过前期
沟通，已经敲定了近 20 家餐厅挂
牌“新虹易食堂”。10 月中下旬，白

领就能正式享受到白领午餐的折

扣优惠。
那么， 这些签约的 “特约商

户”饭菜是否符合职工口味呢？ 价
格又是否亲民呢？ 记者在商户目
录中发现， 餐饮品种涵盖了女生
喜欢的色拉简餐、冒菜、香锅，也
有针对饭量大一些的男生的肉食

类、本帮菜系、川菜等。 “员工基本
能在 30 元左右吃到一顿性价比
不错的午餐。 ”李明说。不仅如此，
对于有团餐需求的企业， 还可以
通过街道工会的平台， 与商户进
行联系，定制个性化员工套餐。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能让更多
工会职工了解到“易食堂”，让签约
商户的折扣“打到实处”，街道工会
通过政府出资的方式， 通过各种
途径发放了一定数量的代金券 ，
每张 30元， 以此帮助商家导入更
多的客户量。“其实， 我们就是引
路人和协调者， 商家生意好起来
了， 他们提供的优惠和折扣自然
就可以补上了。”李明表示。

据悉，这几天，一张张红色的
“霸王餐”代金券就将下发到各个
企业的工会职工手里， 供大家试
吃。 或许，过不了多久，这道吃饭
难题就能迎刃而解。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陆燕

婷） 家政行业需求上涨，75%认为
不可或缺。 58 同城对家政行业求
职者、用工企业、消费者进行了深
度的调研，并发布了《中国家政市
场就业及消费报告》。 报告显示，
月嫂月均薪资高达 9795 元，消费
者雇请保姆平均周期 13.6 个月。

据 58 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
显示，2019 年 8 月北京招聘需求
同比增长 68.8%，深圳求职活跃度
最高 ；8 月家政行业薪资整体上
涨， 家政行业中月嫂月均薪资达
9795 元， 消费者雇请保姆平均周
期 13.6 个月；70 后对家政服务依
赖性最大， 做事麻利认真是消费
者对家政从业者的第一需求。 由
此可见，经济发达、产业健全的一
线城市家政服务需求整体旺盛并

有广阔市场潜力。
《报告》 还反映出，2019 年 8

月家政行业求职人数同比增长

32.9%，企业需求同比增长 12.9%。
从企业需求来看 ，8 月份护工企
业需求同比增长最高为 66.8% ，
其次是月嫂和保姆 ， 分别增长
45%、44.1%。从求职者人数来看，8
月份同比增长最高的职业为月

嫂，增长达 47.1%。这说明随着“二
孩”政策的全面放开，促使月嫂需
求量快速增长。

家政行业薪资排名前五的城

市分别为深圳、广州、上海、武汉、
杭州。 其中，深圳 2019 年家政行
业平均薪资高达 8875 元，比排在
第三名的上海高出近 1800 元。 在
细分行业中，2019 年月嫂平均薪
资高达 9795 元， 排名行业第一。
由于月嫂、 保姆等工种要掌握母
婴护理、婴儿按摩、烹饪等多种工
作技能，因此收入水平更高。

本报讯 （劳动报记者 郭娜

摄影 贡俊祺）“自贸区临港新片
区的设立，为我们企业的发展带
来了加速度，我们特意来招聘会
上选人。 ”约肯机器人（上海）有
限公司 CEO 李之勤的摊位前排
了不少投递简历的大学生。 昨天
上午，临港地区五大高校迎来新
片区成立后的首场招聘会。84 家
企事业单位提供近千余个岗位，
涵盖金融、航运、物流、法律、船
舶管理等十多个重点学科专业。

越来越多毕业生
愿意留在临港就业

“新片区公布后 ，我和同学
们都非常激动。 ”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渔业技术专业的大四学生

蒋启铖告诉记者，临港新片区未
来发展潜力无限大，让他和同学
们都充满了信心，愿意留在临港
就业。 “我现在已经有了一家意
向单位，做跨境电商平台业务。 ”

毕业生调研显示，临港新片
区高校的学生希望留在上海工

作的比例非常高，相当一部分学
生愿意为新片区建设贡献力量。

上海海洋大学就业创业服

务中心主任晏萍告诉记者，近几
年，留在临港就业的应届生呈增
长趋势。 “去年的数据同比往年
就有了增长， 比如我们有 50 余
名毕业生进入了海洋海昌公园

工作。 ”晏萍说，随着临港新片区
的设立 ， 会有更多企业入驻临
港，这也就为同学们提供了更多
工作岗位和工作机会。 “之后，我
们还会举行临港企业专场招聘

会 ， 也会不断加强校企之间联
动。 ”

底薪15万
新片区的魅力迎面扑来

“真没有想到， 给我们本科
生的底薪能够有 15 万，”2020 届
毕业生杨镒源兴奋地对记者说，
“新片区的魅力迎面扑来呀！ ”

在招聘会现场，约肯机器人
CEO 李之勤不间断地面试着前
来投递简历的学生。 “我们公司
主要业务是做水下机器人，2016
年入驻临港，这两年发展势头非
常好，主要出口欧美 、澳大利亚
等地区。 ”公司的快速扩张更需
要专业人才，李之勤表示听说临
港大学城要举行招聘会，立即决
定要前来招人。

公司老总直接坐台招聘，这
并不常见。 为何要这么做？ “由我

直接出面招聘，可以少很多环节，
更快地找到我们想要的人才。 ”那
待遇如何？ “研究生月薪 8000 元
以上，还会有股权和年终奖。 ”李
之勤坦言， 他更希望招收临港地
区的大学生，因为他们熟悉临港，
更能待得住。 “新片区政策公布
后，会更有利于我们招揽人才。 ”

人才租房和公寓补贴
政策十分有吸引力

在招聘会现场，自贸区临港
新片区人才服务中心的摊位前

有不少同学前来咨询政策。
“刚毕业的话， 薪资不会太

高，租房算是最大的压力。 就很
想了解下人才租房和公寓补贴

政策。 ”一名同学说。 记者看到，
工作人员将实习、 人才租房、人

才公寓政策都做成了可折叠的

宣传单，十分方便阅读。
据了解，大学生本科三年级

以上年级的高校学生在临港地

区大学生实习基地参加实习可

以申请补贴，补贴标准为每个月
2000 元，最长 6 个月。 其中实习
结束后发放补贴总额 30%，毕业
后一年内在临港就业或创业，签
订一年及以上劳动合同或聘用

合同，并由用人单位在沪缴纳社
保的，发放剩余 70%补贴。

如果要在临港申请人才公

寓，也有补贴。 补贴分为 ABC 三
类 ， 其中专科生每月补贴 400
元， 本科生 600 元， 研究生 800
元，博士1000 元。

“我们现在也在深入各个高
校，向同学们宣传临港人才补贴
政策。 ”人才中心工作人员说。

企业老总现场揽才 给本科生开出15万年薪

自贸区临港新片区迎来首场校园招聘会
月嫂月均薪资
高达9795元
消费者雇请保姆
平均周期13.6个月

敞 亮的高端商务写字楼里对油腻的外卖说“不”、动辄四五十元一顿的工作午餐让人望而却步、短

暂的1小时午餐时间该怎么合理安排？这些问题对于拥有独立食堂的企业员工而言，或许从来

都不是问题。但在超3700家企业、逾5万名白领职工聚集的虹桥商务区而言，却成了一个大问题。记者

昨天从新虹街道方面了解到，为了打通虹桥商务区职工“就餐经脉”，街道总工会当起了协调者和引路

人，通过签约“特约商户”的模式，为辖区职工的午餐提供折扣优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