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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老早爱囤“爆款”

东明路街道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

“家门口”服务站提升居民幸福感

房屋改造“改”出厨房渗水症
施工方已修漏并承诺节后再粉刷墙壁

剃头洗澡穿新衣，清爽守岁过新年，是春节
传统习俗。近日，申城大小理发店生意火爆，理
发师们加班加点，为市民忙“头”等大事。

种楠 摄

帮侬忙

社区新发现

投稿!"#$%&!"'%()*+(),

! ! ! !距离农历春节还有一周，你家的年货备
好了吗？从一盘花生、瓜子、糖果就能过大年
的物资匮乏年代，到拎着人头马、雀巢咖啡才
算是体面年礼的上世纪 !"、#"年代，还有开
心果、牛肉干、西洋参、昂立一号等成为“爆
款”的那些年。时至今日，土的、洋的、贵的、实
惠的，年货的选择更加多元化、个性化。就连
南京路上食品店里的“老法师”都说，“吃货
们”的嘴巴更刁了，今年年货流行啥，难以预
判。

!年货记忆"

演绎时代变迁
“计划经济时代，凭票证买到一两斤的花

生、瓜子和糖果，就已经是过年了。改革开放
以后，年货的风潮真是一波又一波。”说起“年
货记忆”，泰康食品店的办公室主任王清华是
“老法师”，他说，几十年来，上海人青睐的年
货更新换代，正体现了时代变迁和生活质量
的提升。
“上世纪 !"年代，刚刚改革开放，那时候

的年货‘爆款’是一只蛋糕。上门做客手里拎
着蛋糕才算诚心，如果蛋糕脱销买不到，就用
松糕代替。”王清华说，上世纪 !"年代末，洋
品牌多了，雀巢咖啡、人头马 $%成为有档次
的年礼，代替两瓶酒、一只蛋糕的组合。等到
上世纪 #"年代，健康理念兴起来了，送老人

都喜欢买点补品，比方说昂立一号、万基洋参
丸、保龄参、黄金搭档等。“大概 &"年前开始，
蓝罐曲奇火了，进口水果篮也是人手一只。”

除了送礼，自家备齐的零食也是常变常
新。“花生牛轧糖、大白兔奶糖是经典款，年年
都有人买。如果说流行，&##!年立丰牛肉干卖
到脱销，后来‘一口价’&'元一斤的徐福记带
来全新购买模式，也立马火了起来。接下来是
讨口彩的开心果进入中国市场，乌克兰杏仁、
大板瓜子、巴西松子、紫皮核桃从十多年前开

始一个接一个是爆款。前几年则是台湾牛轧
糖、黑糖话梅受到追捧。”

不难看出，过去三四十年的年货潮流中，
“洋货”占据上风。过年要吃好一点、买好一
点，在当时的消费观念中，“好一点”就等于洋
品牌。

复古回潮
今年新品迭出

今年年货流行什么？尽管距离过年只有

一周了，但“老法师们”却都说：“一窝蜂的热
点少了，现在都是多元化消费。”

记者上周末在泰康食品店、真老大房里
看到，尽管遭遇低温天气，但店里人头攒动，
炒货、巧克力柜台客流不断。“我们判断今年
进口巧克力的销售还是不错，特别是 !"(特
浓巧克力这类，会代替一大部分糖果的份额。
但我们今年也重新推出了什锦果，这种用开
口笑、炒米糕、油枣等配在一起的零食，是老
上海的过年必备。”而泰康食品店配置的年货
大礼包则以国产品牌为主，但都各具新意，例
如和迪士尼合作的巧克力、最新上市的牛轧
蛋卷等。

如果说复古潮，则是真老大房更为明
显，为了迎合消费者既要方便又要口味的需
求，在现做现卖上做文章，推出了熟食大礼
包。“)"年前，老上海请客，桌子上如果备齐
了真老大房熏鱼、小绍兴白斩鸡和小金陵盐
水鸭，说明宴席体面、主人热情。”真老大房
副总经理姚松鸣说，老上海人都知道真老大
房的熟食，如今尽管设备改进了，但制作工
艺和口味仍保持传统，这两年也受到了消费
者青睐。

新零售“网红”盒马鲜生也挤入年货市
场，通过大数据把复购率最好的商品放进大
礼包，以海鲜大礼包为例，就是选出了 *"多
个全年销售最火爆的进口海产。此外，大规格
的波士顿龙虾、新奇士橙、红蛇果，以及上海
人过年必吃的八宝饭、蛋饺、四喜烤麸等，也
都增加了备货量。

本报记者 张钰芸

! ! ! !“以前来办事，小王不在我们要明天再
来，现在随时来都有人解决问题”。说起街道
新建成的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居民们纷
纷竖起大拇指。根据浦东新区 +"&,年完成
'"(居民区“家门口”服务站建设的要求，东
明路街道综合统筹，以“生活小事不出村居，
教育服务就在身边”为目标，在居民区先行建

起了“家门口”服务站，为居民提供各种便利
的服务，破解“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难题。

居委会变身“家门口”服务站，需要大量
服务资源，街道梳理了“)张清单”———自下而
上听取居民服务意愿，形成“需求清单”；自上
而下梳理部门下沉资源，形成“资源清单”；上
下互动对接资源和需求，形成“服务清单”。目

前，街道确定为居民提供党群、政务、生活、法
律、健康、文化、社区管理等 ,大类 &""多项
共性服务项目清单。

硬件上，在“家门口”服务站设立醒目立
牌、全岗通接待台，改变“一人一座一电脑”办
公模式，使社工有更多的时间深入居民区，了
解社情民意。整个“家门口”服务站的设计避

免重展示轻功能、避免有管理无痕迹，以更公
开透明、开放共享的服务空间面向居民群众。
软件上，设立首问责任制、指定责任制、兜底
责任制、错事制及延时制。同时，对全体居民
区书记、社工及后备干部开展“全岗通”业务
培训。

去年 &&月下旬，浦东新区对东明路街道
“家门口”服务站进行第一批实地验收，&#个
居民区的“家门口”服务站已初步建成投入使
用，通过自治、共治、德治、法治“四治一体”实
现工作全覆盖，提高群众满意度、获得感。

社区联络员 张诗雨

社区全媒体 韦嘉维

求帮忙
求助人#颜老伯

我是一个家住西藏北路 !"#号 $%#室

的老人!去年小区房屋改造后"厨房的水斗

和水管就开始不断渗漏"我是不停报修"可

始终也没能修好!

去调查
颜老伯告诉记者，去年 ,月，静安区实

施民办实事工程，他家的厨房纳入改造。原
本盼望改造能把房屋加固，却没想到，装修
完毕后，厨房却大面积漏水。
“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把垫在

水斗旁的两块毛巾拧干。没改造前，根本不
会漏水，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记者从
颜老伯提供的照片上看到，水斗边缘均有
硅胶随意填补的痕迹，水斗下方平铺着两
块毛巾，都已被积水浸透。厨房的墙壁上水
迹斑驳，墙面微微发黄霉变，连瓷砖上也洇
着水渍，一串串水珠挂在墙沿。

比起渗水，更让颜老伯气愤的是施工
方敷衍了事的态度。“报修后，施工队的工
人们拿硅胶简单地补一下。修完后没几天，
又漏水了，治标不治本！”此外，由于施工的
缘故，吊顶也被拆下，施工方也始终不肯帮
颜老伯更换水管。对此，颜老伯连连摇头，
表示自己的诉求很简单，希望能在过年前
彻底解决厨房漏水问题。

有结果
记者联系了施工方北方集团。一位吴

姓负责人解释说，之前，一直查不出漏水原
因，工人们为了便于观察漏水情况，临时拆
卸了厨房的吊顶。他承诺，将尽快帮助老伯
修复吊顶，并修好漏水的水斗。
“这两天，工人师傅们带了崭新的塑料

板上门，帮我修好了吊顶和漏水最为严重
的水斗部位。现在，整个厨房都不漏水了。”
颜老伯欣喜地说，施工方还承诺，将在春节
过后再次上门，为他粉刷一次厨房，去除墙
面上遗留的水渍和黄斑。
对于这样的处理结果，颜老伯表示满

意，并向晚报表示感谢。
本报记者 徐驰 实习生 王蕙蓉

话题申

如今#上海人!吃无定式"也不忘复古
年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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