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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3 关注
“这里好，房子大、空气好，日常买菜、看毛病都挺方便的”

上海的大居社区，生活越来越舒适

| 住在大居，养在大居

寒冷的冬季，恐怕没什么比走进暖洋洋
的餐厅，吃一顿热腾腾的可口餐食更治愈的
了。日前，记者慕名走进一家智慧食堂———佘
北社区食堂，听说这里每天都有 30 余种菜
品，注册充值后“刷脸”就可取餐支付。
中午 11 点半，几乎已座无虚席，居民们

陆续来到中间取餐区挑选自己心仪的餐点。
每个餐盘下都有一台电子秤，可精确到克。哪
怕只选一块肉、一只虾，都可以通过实时称
重，完成价格计量。
记者选取了一勺双菇炒面筋，84 克，计

价 3.7 元；一小块葱烤大排，62克，计价 6.2
元；一条熏小黄鱼，91克，计价 10.19 元；一勺
麻婆豆腐，101 克，计价 4.65 元，一勺米饭，
117克，0.82 元，共计 25.56 元。试吃下来，最
爱熏小黄鱼，鱼皮酥脆，鱼肉鲜嫩。大排很嫩
一点也不柴，浓油赤酱偏甜的本帮口味。
“开业前，我们特意去做过市场调研。发

现大多数社区食堂都采用打菜制。固定的分
量，要吃完就只能少选几种菜，营养不均衡；
想吃得丰富，多买几种，吃不完又浪费，所以
就想到了这种让居民吃多少拿多少，保证营
养均衡又不浪费的自助称重的方式。”
佘北社区食堂负责人介绍说，这所“智慧

食堂”的“智慧”之处绝非简单称重而已。
“你每天吃了哪些菜，多少份量都能进行

营养分析，摄入了多少热量，需要多少运动量
可以消耗，通过手机APP都能查到。”
年岁大了，难免有些病痛。84 岁的夏阿

婆说：“年龄大了，顿顿家里烧也吃不消，现在
基本每天中午都到这里来解决，两个人加起
来也就 40元左右。”
食堂楼下就是夏阿婆家买菜的菜场，蔬

菜、肉类、水产，还有熟食……琳琅满目，浓浓
烟火气。
记者在这里看到，所有商户都统一配备

了智慧秤，屏幕可显示商户的营业执照等信
息以及菜价。
据介绍，商户的经营信息会实时传输到

后台系统，并与相关管理部门的系统对接。智
慧称还可以打印带有二维码的购物小票，方
便居民对产品进行溯源。

| 住在大居，医在大居

从社区食堂出来，沿着贡嘎山路走到金
白花路一转弯就到佘山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了，400米不到的路程。
“我们大居动迁过来的老人居多，如果没

有医院实在不方便。”
今年 69岁的季秋兰 2019年就从虹口动

迁到了这里，亲眼见证了佘北大居配套设施
“从无到有，从有到优”。

“当时住在虹口，房子破旧逼仄，巷子窄
到下雨天连把伞都撑不开，搬到佘北的电梯
房，两室一厅、南北通透，欢喜得不得了。”
虽说住房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当时的大居配套并不尽如人意。季秋兰回
忆说，小区里有位老人摔了一跤，当时附近还
没有医院，嫌去泗泾医院不方便就没有去，最
后耽误了病情。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了之后，过来看个

病、拿个药都很方便。以前要挂个盐水，都要
跑到老远，现在家门口就能搞定。这里的服务
项目也越来越多，我们都签约了家庭医生，对
我们很关心。”
“佘北大居每个月都有便民活动，社区卫

生服务中心的医生们也都会进社区，量血压、
测血糖、中医问诊……都有的。”

佘山镇第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院长刘铭
介绍，卫生服务中心是 2020 年 5 月 31 日正
式对外开诊，服务着佘北大居 10 个社区居委
会约 6万人的基本医疗、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和慢性病管理。
这里设有全科医疗科、外科、妇科、口腔

科、中医科、康复科、预防保健科、儿童保健科
等诊疗科目。日常开展医学检验、影像、超声、
心电图诊断等各类专业检查检验项目。今年
8月，医院小手术室也投入使用了，短短数月
已经开展门诊小手术 47例。
中心还与上海交通大学附属松江医院、

泗泾医院、方塔中医医院签订区域紧密型联
合体，聘请上级医院专家 19人。
“每周都有专家来坐诊，居民们在家门口

就能享有大医院专家们的优质医疗服务。”
为了方便居民诊疗，这里不仅全科门诊全

年无休，今年还开展延时门诊服务，周一至周
五中午不休息，下午下班再延时半小时门诊。

| 住在大居，享在大居

如今，行走在佘北大居，映入眼帘的是一
座座崭新的住房拔地而起，一条条宽敞的道
路纵横交错，一片片绿意盎然的绿地点缀其
间。再也不是季秋兰记忆中，出了小区道路两
旁都是杂草、马路上“别说汽车，连人都没几
个”的模样了。
“当初刚搬过来时，女婿想喝瓶可乐，可

家附近兜了一圈，连买瓶饮料的地方都没找
到。”
多年来，无论是本地原居民、佘北大居动

迁居民或是游客，购物消费多是往松江印象
城、万达商圈，或距离更近的泗泾镇。虽然大
居附近的菜场、药店、银行网点等基本配套已
完善，但商业仍然不足。
直到今年 6月，佘山镇首个社区商业综

合体旭辉里的正式开业，终于让附近居民拥
有了一个集餐饮、购物、休闲、娱乐、文化于一
体的一站式消费场所。
在这里，既有人气餐饮湘邻呷铺和新派

日料绫野阁深夜食堂等上海首店，也有仟本
悦烤肉自助、聚炉欢老北京涮羊肉、宁夏印
象、潮品全牛等众多品牌的松江首店，还有必
胜客、霸王茶姬、麦当劳、达美乐、肯德基、喜
茶、茶百道等众多连锁品牌纷纷入驻。
临港集团旗下佘山星辰置业有限公司总

经理谢怡群表示，旭辉里想要打造的是一个
结合佘山自然元素与文旅特色的“微度假”
街区。引入一个商超，打造一条美食街，而在
Mall 里除了现有的餐饮、零售、教培之外，一

家正在装修的电影院也将在不久的未来开
业，还有一个经济型的酒店正在招商。
62岁的李惠萍土生土长在松江。在旭辉

里遇见她时，正捧着杯奶茶独自闲逛，冬日暖
阳，洒在她红色的衣裙上，温暖而灿烂。她说：
“以前要逛商场就得去镇里，甚至更远的市
区。现在生活条件真的很好了，公交到地铁都
方便，从家骑电瓶车 5分钟就到这个商场了，
商场里样样都有。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经历
过苦日子，如今生活越来越富裕，在松江生活
真的很幸福。”
如今的佘北大居，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居

住区，而是集居住、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综合性社区。
在这里，居民们可以享受到便捷的生活

服务、丰富的文化活动、完善的医疗配套以及
优美的生态环境，孩子们也能享受到优质的
教育资源。
据介绍，佘北大居规划中有 20 多所教育

资源，如今已经建成了投用了 6所，从幼儿
园、小学、初中到高中一应俱全。其中也包括
了，今年 9月刚刚搬入新校址，欲打造成“佘
山脚下最美高中”的华东师范大学松江实验
高级中学。
这所松江区实验性示范性高中目前有

46 个教学班，在校师生 2000 多人，是松江
区规模最大的高中，不仅填补了佘北大居，也
填补了整个佘山镇的高中空白。
自 2003 年以来，本市共进行了三批次

46个大居选址，目前已启动建设 39 个大居，
其中，23个大居已基本建成。
自 2021 年以来滚动实施两轮大居配套

三年行动计划，通过首轮大居配套三年行动
计划的顺利实施，完成绿化、交通、教育、养
老、卫生、商业、社区服务、文化体育等八类配
套设施的建设、开办和运营共 470余项任务。
截至目前，全市大居已累计建成规划学

校 249 所，社区服务设施 36 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 34 家，社区文化、体育活动场馆 41
个，养老设施 40 个，养老床位 8800 张；新建
菜场 55 座；市政道路 465 公里、公交首末站
和公交枢纽 46座；新增公共绿地和防护绿地
895公顷。
2024 年实施新一轮大居配套三年行动

计划，继续安排 410余项配套任务，不断提升
大居居住品质、提高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
不断优化布局、完善配套、提升品质的上

海大居，正逐渐成为更加宜业、宜居、宜乐、宜
游的市民向往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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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每天都要去打针，先散步到社
区食堂吃中饭，食堂楼下菜场买点菜，再走个
几分钟就到社区医院了……”84 岁的夏阿婆
和 61 岁的儿子一起从杨浦搬到松江佘北大
居转眼已一年。 在市区生活了一辈子， 却对
“郊区里的大居生活” 满口称赞：“这里好，房
子大、 空气好， 日常买菜、 看毛病都挺方便
的。 ”

为改善民生，统筹区域发展，十多年前在
上海中心城区外围， 一个个大型社区拔地而
起。 如今，上海已基本建成了大居 23 个，还有
16 个正在开发建设，入住居民约 200 万人。随
着一轮轮全市大居配套三年行动计划的实

施，大居的社区治理从“粗线勾勒”迈向“精细
绣花”。

近日，记者走进佘北大居发现，从完善市
政道路交通配套，到引入商业、文化、体育、医
疗设施，曾经备受关注的“大居短板”已被逐
渐补齐，百姓生活越来越方便舒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