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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A7新民邻声!话题

传达民情
汇聚民意

坚守街巷还是搬入店堂
“草根美食”路在何方？

产后!"天正是
最佳康复训练期

邀您去浦东看
“西游记”展览

徐汇区嘉瑞花苑!升级美化"小区环境

治“僵尸自行车”还楼道整洁

! ! ! !欢迎读者扫描右上角二维码下载新民邻声 !""! 进入话题板块对本文进行评

论互动!部分优秀点评将刊登于明日本版"

话题

! ! ! !没了笼头、轮箍、落满灰尘的“僵尸自
行车”长期占着小区停车库，居民只能把自
行车停在楼道里。这些天，徐汇区斜土街道
嘉瑞花苑业委会在街道和居委会支持下，
清理出 !""辆左右长期占用地下停车库的
“缺胳膊缺腿”的“僵尸车”，腾出空间，也还
小区居民整洁有序的楼道。据悉，该小区同
时还对环境“小修小补”，更换路灯、增加座
椅、重新规划地面自行车棚等。

位于肇嘉浜路的嘉瑞花苑是个建成

!"多年的商品房小区，多年来，停放在地
下车库的自行车由于业主去世、出国或者
买了汽车等诸多原因，渐渐被主人废弃遗
忘。经清点，这些年居然有 !""多辆“僵尸
车”，落满了灰尘的自行车大多残破不堪，
却长期占着车位，有的甚至堵塞了通道。
而另一方面，小区内那些正常使用的自行
车因为没有车位，每天只能上上下下停在
楼道内。
今年徐汇区对被评为“美丽小区”的住

宅小区“升级美化”，由街道出资补贴，小区
业委会、物业和上影居委会“三驾马车”经
商议，决定首先整治小区的“僵尸车”。#月
$%日至 !" 月 !& 日“三驾马车”在小区公

示，要求居民自行清理“僵尸车”。公示结束
后，相关人员共清理出 !"$辆车辆，其中 '

辆被主人“认领”。目前，第二张告示要求居
民在月底前处理这些自行车，逾期将作无
主车辆被处理。

如今空出的停车位腾给了原本只能停
在楼道里的自行车，物业还安装了些电动
车充电桩，解决居民只能在家门口充电的
窘况。小区业委会主任姚礼庆告诉记者，根
据小区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对老年活动
室、儿童乐园进行装修更新，更换路灯、地
坪灯，安装门禁系统，增加小区座椅等，让
小区环境品质更上一层楼。

本报记者 袁玮

! ! ! !文伟#盆底外科专家，回答产后盆底
康复问题。

#$%&问#我现在在"坐月子#$请问什

么时候开始需要做盆底肌肉训练呢%

#文伟答#产后 !"天是产后进行盆

底肌肉康复训练的最佳时机& 特别是 #$

岁以上的已育女性$应在医生指导下尽早

进行盆底肌肉康复训练$预防后患& 在进

行产后康复训练时$医生会针对产妇的盆

底情况进行评估$若有必要可借助机器进

行相应的康复训练&由于大部分尿失禁是

盆底肌肉松弛造成的$因此通过提肛运动

锻炼盆底肌肉可预防和治疗尿失禁$自我

训练的具体方法是持续收缩盆底肌'提肛

运动(%!&秒$松弛休息 %!&秒$如此反复

'$!(&次'"$)#*分钟($每天训练 #!+次$

持续 +周以上或更长&

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可进入新
民邻声 ())话题板块的“即答”栏目，向
文伟提问。同时，您可浏览更多其他的问
答主题并提问。社区全媒体 盛燕丹

! ! ! !“谷文达：西游记”将于 !!月 #日
在上海二十一世纪民生美术馆（浦东新
区世博大道 !#$#号）开幕。此次展览的
主题是“西游记”，体现了作者对自我身
份和本源的不懈追问。

展览包括了三部分的内容：一是
!#'!年至 !#'*年超现实水墨绘画、水
墨行为艺术和水墨装置；二是以造字为
核心的系列文字图像水墨画、水墨装置
和众人参与行为艺术；第三部分将呈现
从艺术家的项目文献、项目框架中生成
的作品、材料及衍生出来的系列公共教
育活动。 社区全媒体 张庆龄

胖阿姨锅贴店又停业
阿大葱油饼、胖阿姨锅贴、耳光馄饨、

长脚面馆、弄堂粽子……上海的街头不乏
充满烟火气的“草根美食”，是市井生活中
的美好味道。然而来自食品安全和城市环
境的顾虑，让这类作坊式的“草根美食”难
以持续，成功转型得以品牌化经营的，更
是少之又少。

开在祥德路上的胖阿姨锅贴店，一周
前还是大排长龙，高峰期需要等待一个
小时才能买到锅贴。但记者昨天在其门
口看到，一把大锁牢牢锁住，还有不知情
的市民失望而归。原来因为缺少餐饮许
可证，刚刚搬进这个店面的锅贴店再一
次停业了。
“没有证照是不能经营的，食品安全

不是小事情。”听到有市民叹息吃不到美
味的锅贴，家住附近的辛阿姨表示不认
可：“证照齐全是做生意最基本的要求，特

别是做食品的。”但也有市民认为，胖阿姨
的锅贴味道好，又做出了名气，为什么不
能给她一席之地？“对老百姓来说，舌头就
是一切，像这样的小吃店要支持和传承。”

更有人担心，这些“草根美食”如果
“被迫”离开充满烟火气的经营环境，也许
会就此消失，也许会走进窗明几净的店
堂，但随着经营成本的走高，价格、口味是
否会发生变化？市井生活的风味会淡去很
多，令人可惜。

开个夜市就能接纳$

曾经火爆吴江路的小杨生煎如今在
全市开出了连锁店，南阳路上的粢饭团也
有了几十家小小的店面，都是“草根美食”
走入店堂的成功案例，但更多的是难以转

型的小摊贩。无论是留在街头，还是走入
店堂，都有各自的艰辛，“草根美食”路在
何方？
“‘草根美食’价格便宜，又常常开在

居民区、学校附近，方便市民，性价比、接
地气是它们的生命力。”上海经济学会会
长齐晓斋认为，食品安全是底线，一定要
规范经营，但也不能简单地一关了之。

“有本地特色的美食，能否予以扶
持？”他建议，是否能有专业机构培训这些
“手艺人”，帮助其完备各种经营许可证，
提升经营水平和理念。如果觉得进入店堂
的成本太高，进入大众化的夜市会是一个
更好的选择。
“‘草根美食’的生存，其实可以转移

到夜市中去。”齐晓斋说，上海需要夜市，
却也缺乏夜市，事实上，完全可以拿出购
物中心前的广场、非机动车的马路的夜
间时段，从晚上 %点经营到 !$ 点。这些
“草根美食”完全可以“拎包入住”，无需
考虑消防设施、卫生情况等问题，所有的
设备和文件都可以由经营公司统一办
理，只要支付少量的租金和管理费即可。
这样既保留了市井风味，又能通过统一
管理，加强食品安全问题的监督和城市
环境的保护。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不久前刚刚从临时摊位转入
店堂经营的胖阿姨锅贴店，因为无

证经营近日再次停业了。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草根美食”的坚守
之路颇为艰难。活跃在街头“打游击”，食品卫生难以监管，城市环
境也受到影响。尝试走进店堂，租金太高增加成本，要办齐证照也
不容易。根植于本地文化的“草根美食”究竟路在何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