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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侍敏 陈荣 韦芹

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凝聚外卖骑手“新”力量 助力食品安全

餐饮食品安全问题， 是民生问题，也
是社会管理热点问题， 历来备受群众关
注。今年以来，赣榆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发
挥职能作用， 牵头成立外卖送餐行业党
委，引导外卖骑手积极参与食品安全监督

工作，贡献骑手“新”力量。
赋予外卖骑手“新身份”。以“食品安

全宣传周”为契机，联合美团外卖、饿了么
平台，首批聘任20名文化程度较高、工作
负责的优秀骑手担任“食品安全监督员”，
作为政府监管的补充力量，协助宣传食品
安全法律法规、 监督商家餐饮加工行为，
发现问题及时上报。举行食品安全承诺签
字仪式，开展外卖骑手“随手拍，敢做监督
员”活动，让外卖骑手化身为食品监督“轻
骑士”，保障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普及食品安全“新知识”。积极落实主
体责任， 举办网络订餐平台食品安全培
训，开展食品安全明白课活动，重点讲解

展示《网络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
法》《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等法律
法规以及网络食品经营企业的主体责任、
制度建设、操作规范、食品从业人员健康
管理、食品配送安全等基础知识，让外卖
骑手们“肚里有货”“眼里有事”，及时发现
反馈食品安全、经营环境等隐患线索，更
好地督促网络订餐平台及餐饮经营者履
行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激活骑行路上“新担当”。引导外卖骑
手们发挥走街串巷、服务范围广、机动性强
的优势，配合做好上大街发放宣传手册、进
店堂普及安全知识、 到后厨发现隐患及时
提醒等工作，在为群众送上美食的同时，也

为群众送上“食品安全知识大餐”，当好食品
安全配送员、监督员、宣传员，成为助力食品
安全的生力军，为防范食品安全风险汇入新
力量。

（仲海波）

志愿者开展清洁海岸线
公益行动
清理海滩垃圾近1000公斤

本报讯（记者 黄威）周末本是享受清闲的时间，但在刚刚
过去的这个周末， 爱护海洋的志愿者们却忙得热火朝天。来
自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连云港滨海湿地保护中心等公
益机构的志愿者，在羊山岛、西墅等海滩连续清洁海岸线，开
展“美丽海洋公益行动”，清理海滩垃圾近1000公斤，还一段
海岸线以洁净，为游客和市民营造良好的环境。

“美丽海洋公益行动”是由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主办的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公益活动，旨在推动、聚集各方力量参
与解决当地“政府关心、社会关注、百姓急需”的海洋生态环
境和资源保护相关的具体问题。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在
中国海洋发展基金会支持下，立足连云港，围绕保护海洋环
境，以多种形式开展“美丽海洋公益行动”。9月14日起，今年
第12号台风“梅花”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和强对流天
气。而在台风“梅花”影响期间，海上风浪潮汐增强，导致海岸
线上出现了大量泡沫塑料垃圾。在羊山岛、西墅等海滩，台风
过后，出现的大量泡沫塑料，对景观造成了严重影响，给市
民、游客游玩带来了不佳的体验，也给当地的环卫工作者带
来了不小的负担。

9月17日、18日，来自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连云港
滨海湿地保护中心等公益机构的志愿者，在羊山岛、西墅等
海滩连续清洁海岸线，志愿者们领取手套、夹子、垃圾袋行动
起来，分工合作，成为海岸线上最美的身影。虽然已进入9月，
但室外天气依然炎热，大家的面庞被晒得通红，好在成果不
小：经过统计，志愿者们共计捡拾了海滩垃圾近1000公斤。志
愿者们捡拾的垃圾中，以泡沫塑料居多，这些泡沫塑料如果
长期不处理，将会逐渐分解成细小的颗粒，对环境甚至人类
的健康造成更大的危害。

志愿者金翠花说，海洋环境保护非常重要，离不开全社
会的参与。作为连云港人，热爱这座城市，就要为这座城市作
贡献，将海岸线上的垃圾捡拾起来，让海岸线美起来，心里觉
得美滋滋的。

2022年，市清洁海岸志愿服务中心将围绕政府海洋环境
治理工作，积极组织清洁海岸线公益活动，动员社会各界积
极参与海洋环境保护工作。

每一座城市里，都有一些拥有城市烙印和记忆的
建筑。北京有胡同，上海有弄堂，而在海州，有百年老
巷。海州街道砚池社区的参府巷就是一条老巷。如今，
这条因明代在此处设参府衙而得名的百年老巷，经过
修复、改建，早已旧貌换新颜，成当地居民娱乐休闲、
回忆往昔的特色古街巷。

住在这里整整64年的老住户洪度信已经80岁了。
1958年，他随着家人从安徽来到海州安家落户。如今，
单从老人的口音上已经无法辨出他是外乡人了。对于
参府巷，老人也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

“我记得我刚到参府巷的时候，巷子的南头是一
家元件厂，从南往北进入巷子，东侧都是厂房，西侧则
是一排排平房，那时这些平房还都是宿舍，有的是当
时平板车运输队的宿舍， 有的是原海州农机厂的宿
舍。”洪度信老人无限感慨地说，“现在呀，这些老房子
都还在，而那些厂子却早已倒闭，参府巷西侧那一排
排宿舍，也都慢慢成了普通百姓住所。”

修复、改建之前，因为久经岁月洗礼，参府巷早已
破败不堪，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搬离，只剩下年迈的老
人，守着旧房子、老街巷，在这里回忆光阴的故事。

“以前，这里不仅路不好，连下水道都没有，一场
雨过后，道路泥泞湿滑，很多天都走不出门。”64岁的
李士莲从老家洪门村嫁到海州已经40年了，回想自己
刚嫁过来的情形，一切依旧清晰如昨。她说，那时参府
巷中间还有一口井，因为井的主人姓张，居民们都称
之为“张家井”。住在巷子里的大姑娘小媳妇，都喜欢
到井边洗菜、洗衣服，顺便唠唠家常。后来，从一些上
了年纪的居民口中，她慢慢知道，这口井还有一个名
字，叫“马蹄井”。因为在明代的时候，巷子里有府衙，
而府衙养有马匹，马匹需要饮水，遂在巷子里凿井，后
得名“马蹄井”。这口井，也从侧面印证了参府巷的由
来。

夏末的参府巷，依旧花团锦簇。月季花、小雏菊、
长春花，在傍晚争相盛开，努力装点着这条北起秦东
门大街，南至西大街，长280米、宽处5米、窄处仅2米左
右的百年老巷。

从秦东门大街入口处进入巷子，首先映入眼帘的
就是一侧水墨画打底的风景墙，墙面上悬挂着砚池社
区和参府巷简介，另一侧是种满各种颜色月季花的长
方形花坛，鲜花正在盛开。往南行走几十米，就能看到
两棵巨大的合欢花树，遮天蔽日，轻盈粉香的合欢花
点缀其间。花树斜对面便是砚池社区了。再往南走，一

路都可见各种正在盛开的鲜花和繁茂的绿植，以及成
排的健身器材，头发花白的老人们三五成群，有的在
健身器材上甩甩胳膊伸伸腿， 也有的坐在屋檐下悠
闲地拉家常，在夕阳的照耀下，老人的脸上浮现出幸
福的红晕……

这些，都是参府巷修复、改建后的景象。
2019年年初，为进一步改善基础设施，延续居民对

历史人文的记忆，海州街道开展背街小巷提升工程，并
对砚池社区参府巷进行净化、绿化、美化，在一系列充
满创意的打造下，参府巷成为一条集历史底蕴、文明宣
传等为一体的特色古街老巷。

砚池社区党委书记、 主任郭晓茹说：“除了改建参
府巷的基础设施， 我们还因地制宜地打造了居民家门
口的‘微花园’，除了社区选种月季、蔷薇、木香等，居民
们还纷纷自掏腰包在小花坛里种下满天星、 小雏菊等
花卉，竞相打扮家门口的小花园。”

当然，为了尽可能多地保留物质文化要素，改建时
还邀请了古城乡贤一起探究参府巷历史， 以便最大限
度地挖掘和保留巷子的历史文化。 巷子两头的参府巷
简介，也能让大家入巷便可知晓参府巷由来。

“现在的参府巷，一到春天就成了一个大花园，各
种花卉竞相开放，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不仅心情
好，邻里关系也更加和睦。”李士莲说，“你知道吗，参
府巷里还有一条巷中巷， 这条巷子就叫 ‘健康
巷’，因为生活在这里的老年人特别多，而且
很多老人都能活到80岁以上， 甚至有些人
能寿至百岁。”

事实的确如此。 就如参府巷和健康
巷交会处粘贴的“辈辈福”字样，生活在
这样一个既充满历史文化底蕴， 又满是
现代文明的老巷里，不仅身体健康、长命
百岁，居民的福气也将辈辈相传。

我市有序开展“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

年内分13条线推进校招
9月下旬开始安徽线招聘

本报讯（记者 陈兵 通讯员 慈卫超）为进一步加强人才引
进工作，在港城发展建设过程中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市
人才服务中心将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基础上，有序开展“人才服
务进校园”活动，首批13条招聘线路已经基本确定，从9月下旬
开始赴高校开展现场交流活动。

随着我市全力推进发展，对于企业来说，引进人才是个
现实需求。市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根据各县区的
招才计划，结合重点企业的需求，我市拟定了首批13条下半
年“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线路，并制定了活动计划表。本次
活动采取市县联动、分头组织、合力引才的方式进行，活动内
容以双选会和专场招聘会为主，市情宣讲、名企推介、校地校
企座谈为辅，以达到满足用人需求的目的。

据介绍，9月下旬开始安徽线招聘， 主要去合肥工业大
学、安徽大学、安徽财经大学等交流。在10月下旬至11月下
旬，先后有山东线、东北线（技能人才专线）、东北线（综合人
才专线）、西北线、苏中线、南京线、苏北线、华北线、华中线、
西南线等多条招聘线路。其中，省内将去盐城工学院、常州大
学、江苏科技大学、扬州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
农业大学等开展校园招聘活动。

对于我市高校毕业生来说，可能更关注我市院校招聘情
况。9月至12月，市人才服务中心将在本地高校举行多场招聘
活动，组织用人单位与江苏海洋大学、康达学院、连云港职业
技术学院、连云港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毕业生面对面交流。

市人才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各县区应充分认识开
展“人才服务进校园”活动的重要意义，根据计划安排，提前
谋划，结合重点项目、重要产业发展需要，主动对接企业，多
提供高品质的人才需求岗位。同时，面向全市征集参会单位
和岗位，力求取得最好的招聘成效。

秋天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本报讯（记者 袁春梅）尽管白天还有着夏天意犹未尽的
余热，但当早晚的清风拂来，在迎面吹来的丝丝凉意里，似乎
能感受到早秋的气息在流动。今起，大家所期盼的秋天将正
式入驻港城。

刚刚过去的周末，最高气温30.4℃，午间的灼热感不输盛
夏。不过昨日凌晨开始，呼啸的大风一整天劲吹，让港城的气
温开始走下坡路，最高气温降至25℃左右。市气象台首席预报
员朱敏华介绍，昨日的大风是受今年第14号台风“南玛都”外
围和北方南下冷空气共同影响，风力较大，东北风陆上5级阵
风6到7级，近海海面8级阵风9到10级。

本周有两次冷空气影响，虽轻柔却又微带“力感”，尽管
没有降水，但是气温相比前期有较明显下降，最低气温将降
至11℃至13℃，最高气温23℃至25℃。具体来看，19日至21日，
全市最低气温将下降5℃至6℃，21日最低气温12℃至14℃；23
日还有一次弱冷空气影响。明日晨起，会感觉到明显的凉意，
早晚要注意适时添加衣物。

从气象学来看， 进入秋天的标准是连续5天滑动日平均
气温稳定在22℃或以下，首日即为入秋日。朱敏华表示，受冷
空气接连渗透影响，未来几天港城气温下降明显，秋天的味
道是越来越浓了。从未来一周天气情况来看，预计20日起我
市进入气象意义的秋天。

入秋时节，天气慢慢变凉了，人体也在自我调节，慢慢地
适应环境，少穿衣服能增强人体的抗寒能力，不易感冒。如果
一下子多穿了衣服，反而会破坏人的适应性，降低人体的抗
寒能力。不过，老年体弱者是例外的，需要根据天气变化及时
增减衣物。

智慧化养老，还需更多人文关怀

随着科技的发展，智能化产品日渐增
多。有些子女为了安全，将老人家中安装
了智能化设备。这些设备虽然能让子女及
时了解老人动态，但部分老人总觉得不适
应。相关人士表示，即便在养老模式逐步
智能化的今天，智慧化养老也不能只靠设
备，还要多一些人文关怀。

智能设备让部分老人不适应
“孩子在家里安了个摄像头，开始我

觉得还好，后来一待在那屋就觉得特别不
舒服。”今年86岁的居民徐先生说。徐先生
老伴去年去世后，他不愿意和孩子生活在
一起，仍独自生活。由于年纪渐大，两个儿
子担心他独居存在安全隐患，就在客厅给
他装了个家用摄像头。装上后，他总觉得
浑身不自在，他还坦言自己的行为总被孩
子“监视”，没有隐私权。

据悉， 像这样家中安装了摄像头的老
人还有很多，个别老人甚至感觉自己没有了
隐私。 海州区新东街道新城社区陈先生表
示，自己家在一楼，曾经被小偷“光顾”。出于
安全考虑，他的女儿便在家中安装了一个摄
像头，却让他感觉生活没了隐私。陈先生说：

“摄像头装在客厅， 白天还好， 晚上要是起
夜，还得把衣服穿整齐，觉得有点麻烦。”

各种智慧养老产品一定程度上让老
人群体的生活更便利，像门磁系统、智能
手环等在养老中的应用，有效提升了社区
的养老服务水平。 但部分老人却表示，这
些产品没有结合老人日常的生活习惯和
使用能力，脱离实际需求，给使用者的生
活带来不便。

养老模式智能化成趋势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 全市

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20.4%。在传统观
念中，不少老人上了年纪后，都会选择和儿
女生活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 也有部分老
人喜欢人多热闹的养老院， 还有些老人选
择社区养老、抱团养老、居家养老等方式。

随着科技进步，智能化养老也逐渐普
及。近年来，我市在新海花园、水木华园、
南苑新村等小区的数百名老人家中试点
安装了门磁智能探测器、 红外智能探测
器、烟雾智能探测器、水浸智能探测器、燃
气智能探测器、 紧急呼叫等智慧养老设
备。

“当老人居家活动数据异常时，如长
时间无开关门动作，长时间无居家活动数

据的时候，智能化设备会及时向紧急联系
人发出报警信息。智慧养老小区运用线上线
下相结合的服务， 运用信息系统平台建设
‘强大的电子保姆’，提升了老人生活环境的
安全度、便利性。”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和儿童
福利处负责人郭公祥说。通过“系统+服务+
老人+终端”智慧养老服务体系，将老年人家
庭变成养老服务机构的延伸，将一个整体小
区建设为“一体化养老机构”。

家住新海花园小区的王玉霞就享受
到智能化设备带来的好处。王玉霞是一名
空巢老人，经老人申请、智慧小区工作人
员审核后， 为老人安装了智能看护设备，
紧急联系人设为对门邻居。一次，她出门
忘记了火上烧着水， 锅烧干后产生烟雾，
触发烟感报警，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联系老
人核实情况并赶往老人家中及时处理，避
免了事故的发生。

老人需要更多关怀与呵护
“老年人往往更加需要得到认同感，有

些老人在长期独自生活中会产生孤独感、失
落感以及无力感，加之无人可倾诉，过度担
忧下，老年人就会陷入紧张、焦虑的状态。”
市心理卫生协会理事殷敏说，还有些老人会
自我评价过低、生活意识消极、经常对他人

言行不满及抱怨，与周围的人保持不必要的
距离，长此以往会形成孤独的生活习惯和行
为模式。这样的心态和行为对老人的身心健
康是不利的。

现代科技与养老的结合在生活方面
确实解决了部分老人的生活难题，但智能
化养老不应只靠设备，还应有更多人文关
怀。殷敏说：“其实老人更需要子女的关怀
与呵护，不要因技术便利而减少和老人联
系，造成老人产生更多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民政等部门在智慧养老小
区试点建设项目增加娱乐项目与场所的
建设， 鼓励老人参与活动增加交友渠道，
减少独居与空巢的失落感，培训工作人员
定期上门为老人体检，了解老人的身心状
况，针对特殊老人群体，如空巢、独居老人
给予更多的关注。

“社区开办了老年社团，老人们可以
在社区活动室里唱歌、跳舞，同时社区会
定期开设智能手机培训、 健康讲座等，让
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得’。”
新东街道苍梧社区党委书记姚晶晶建议，
子女们在关注老人安全问题的同时，也要
常回家看看。养老机构也应多关注老人心
理健康，让老人感受到更多社会、家庭的
温暖。

□ 武娜 刘扬 陈怡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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