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日前，由虹
桥社区（ 街道） 团工委等举办的

“ 建行杯” 长宁中片区青年羽毛球
友谊赛在虹桥社区举行。比赛分为
男子单打和女子单打两个项目。

来自虹桥社区羽毛球俱乐部、

九华集团等20余家单位的80余名青
年们在活动中，以球会友，尽显青年
人的风采。经过顽强拼搏，来自海湾
贸易有限公司与建设银行的两名青
年分获本次比赛的男子组和女子组
冠军。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在节奏

欢快的创意舞蹈中，2012上海购物
节闵行区开幕式在仲盛世界商城
上演。

在为期半个月的节期中，顾客
将在区域内各大商场玩转购物新
体验。记者了解到，此次购物节中，
莘庄、七宝、梅陇等五大区域商业
中心都将掀起购物风暴，除了促销
优惠之外，商家还筹划了各色丰富
活动。

》都市脉动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近日，在闵
行的凯德龙之梦只需手机扫描二维
码，即可通过微信端成为商场会员，
折扣信息和优惠券也将实时发送到
手机上。这一“ 二维码”时代的消费
方式即将在申城各大商圈推广。

记者在申城首个利用“ 二维
码” 实现虚拟会员卡的商场内做了
体验，用手机扫描二维码，在微信平
台关注商场或者商户，即可定期收
到会员特权和优惠信息，整个过程
只需几分钟。

据介绍，微信与腾讯微生活联合
推出的电子会员卡早先一直在品牌
连锁店推广，如今开始试水大型商
场，用户可通过手机随时获得优惠，
不必为临时寻找打折商家而烦恼，更
省去携带多种会员卡、忘带实体会员
卡、无法与商家互动的烦恼。

本报讯 记者 丁烨 为欢庆中秋
佳节与祖国六十三岁华诞的到来，徐
家汇社区总工会日前举办了第十届

“ 两新”组织职工“ 迎国庆”文艺汇
演。各基层工会主席，企业代表共计
300余人出席观看了此次演出。

整场演出汇聚了多种形式的节
目，职工们尽显所长地表达对祖国母
亲的热爱。通过了解基层职工的才艺

及爱好，社区也特意提供平台给残疾
人职工展现自己的机会，手语表演

《 感恩的心》、女声独唱《 桃花谣》，整
齐划一的手语、动听的歌声让我们进
一步认识这个特殊的群体。情景剧

《 口吐恩言》取材于生活，职工们利
用业余时间自编自导自演，反映了社
会经济发展下，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
创建和谐社会等热点话题。

本报讯 记者 朱莹 近日，宝山
区月浦镇的“ 群众体育大会”让参与
者们仿佛回到了学生时代，顶着烈日
在操场上挥汗如雨。

记者了解到，作为第一届市民运
动会的节目之一，月浦镇“ 群众体育

大会”设置了乒乓、羽球、徒步、飞镖
等9个竞赛项目，木兰拳、排舞等4个
展示项目，另有定点投篮等擂台项
目，吸引了老、中、青三代人的参与，
超过3万人次的市民在各个项目的比
赛中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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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范彦萍 近日，杨
浦区民政局在长白街道推出的“ 护老
者之家———社区老年照护者社会支
持”彻底改变了许多小区护老者的命
运，让那些之前因常年看护老人身心
俱疲的家属有了喘息的余地。

让长期看护老人的居民释放压力
家住长白社区384居委的张先生

患有肌肉萎缩症，妻子熊女士照顾他
20余年。儿子当兵去部队、父母又年
事已高，熊女士长期独自照护卧床的
丈夫，体能和精力不够，感到十分无
助。“ 护老者之家”的工作人员上门
为熊女士度身定制了一套新工作法，
又安排专业护理人员临时替换熊女
士照护其丈夫，让熊女士暂离照护的
环境去松江看望自己的父母。

安图居委纯老家庭的李爷爷82
岁了，一直以来都是他照顾78岁的老
伴。原来李爷爷的老伴因脑梗后遗症
伴老年痴呆而长期卧床，照顾难度很
大，爷爷将所有的时间和精力用于照
顾老伴，身心疲惫。由于年事已高、缺
乏照顾技巧，加上居家空间拥挤，李
爷爷逐渐对照顾老伴有些力不从心。
李爷爷自责的同时，也曾考虑过请保
姆代为照顾老伴，但终因经济负担过
重而不得不放弃了这一想法。

“ 护老者之家”得知这一情况后，
派了专业护理人员为卧床的李爷爷老
伴提供规范的照料服务，同时给予卧
床老人的安全状况建设性意见，帮助
李爷爷提高护理技能减轻照顾的压
力。由专业护理人员替换李爷爷照护
老伴，让李爷爷适时释放压力，能有喘
息的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

杨浦区社会福利院院长谭秋玉
指出，享受这些服务的主要是长白社
区居家照顾老人的家庭，经过申请，
护老者———即长期照顾老人的配偶、
子女、保姆能在居委的组织下，到福
利院进行短暂一天的体验，参加专业
社工小组活动、音乐治疗等。还可以
和其他护老者彼此聊天、沟通放松，
释放各种情绪和压力。而由于有公益
创投资金的扶持，这些针对社区内特
殊困难家庭的服务还是免费的。

“ 喘息式服务”升级 关注护老者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服务的社区

为杨浦区长白街道社区。长白社区是
一个老旧社区，总人口近十万，其中
13%是65岁以上的老人，长白社区内
的青壮年多数搬离社区，留守的都是
中年人和老人，形成了“ 半老”照顾

“ 老老”的状况。
以长白街道内松花江路95弄小

区为例，通过对小区内30个有80岁以
上老人需要照顾的家庭进行访问，发
现有83%的家庭是由子女照顾老人，
7%聘请护理人员照顾，10%缺少时间
照顾。

这些照顾者男女比例为1：4，年龄
50-60岁的占70%。他们面临的主要问
题有：缺乏护理的知识和技巧（ 占
47%），缺乏陪护的精力（ 占30%），缺
乏心理支持（ 占17%）。有53%的人担
心自己照顾不好老人，27%感到身心
疲惫。他们最希望得到的帮助是护理
专业知识和技巧的培训。

谭秋玉告诉记者，在关注老年人
的同时，还需要更多关注那些为老
人提供照顾的社区长期护老者。他
们是养老服务的直接提供者，承受
的压力和困难也并非常人能想象。
护老者因缺乏专业护理技能、社会
公众包括家属的不认同，使得护老
者 长 期 积 压 的 情 绪 压 力 得 不 到 释
放，加之高强度的劳动，使得护老者
产生倦怠和无助感；被照顾者中常
见的偏执障碍和老年病等又会给护
老者增加压力。

“‘ 护老者之家’通过为他们提
供护理专业知识与技能的培训，提供
短期暂住服务或上门短期专业照料
等措施，为社区护老者建立社会支持
网络。”

曾参与设计该项目的复旦大学
社会工作系实习督导主任、复馨社工
师事务所总干事刘勇介绍说，这个项
目比“ 喘息式服务”更胜一筹。“‘ 喘
息式服务’只是给照顾者找一个代班
人，使他有一定休息时间。而该项目
可以让照顾老人者学会一些照顾的
技巧，减轻照顾的付出。”

居家养老 多少人遗忘了疲惫的护老者
社区推出“ 护老者之家”为养老者提供专业支持

本报讯 记者 李晓清 通讯员
王浩森 近日，一张海事大学学生一
早吃遍餐厅所有种类早点的照片遭
到疯狂转发。照片上，一男生正在食
用早点，而身旁的餐桌上摆放着数

十种点心。记者近日联系照片拍摄
者、海事学生顾梦娇。小顾坦言，自
己和照片中的男生是好朋友，之所
以这样做，源于“ 对平淡生活的反
抗和年轻人‘ 说走就走’的纪念”。

近日，在人人网上，一张海事学
生吃早点的照片，引起热议。照片显
示，上海海事大学海馨楼二楼食堂
的一张餐桌上，摆放了数十种早饭，
而一位男生正在就着豆浆，食用一
个三角饼。该照片描述为“ 星期三，
晴，今晨，海大一男子一下子吃完了
北苑海馨楼所有种类的早饭。完全
覆盖海大特色早点的三角饼、苹果
派、香肠卷、蛋挞等三十余种类型。”

记者经过多方联络，找到了照
片的拍摄者顾梦娇同学，她表示，这
些早饭确实是画面中的男生一人购
买，但是在解决早饭的过程中，她也

“ 帮了忙”。
而至于最后这些早饭是否全进

了两人的“ 大胃”，如果有剩余的话
早饭又该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小顾
同学说还要“ 留点悬念”。小顾还告
诉笔者，其实早饭的花销不贵，30多
种食物加起来也就40多块钱，是可
以承受的。

那么，为何要发起这次“ 大胃
王”挑战呢？小顾表示，这是“ 源起
对平淡生活的反抗和年轻人‘ 说走
就走’ 的纪念。”“ 我的想法很多
的，他只是和我一起‘ 2’而已。”她
如此说道。

对此，不少网友纷纷表示，“ 这
要创纪录了”。在微博上，网友“ 强
子”就说，“ 这可是为食堂做了一次
免费广告呀。”也有网友调侃地写
道，“ 我自己算是吃货了，但没想到
还有这么厉害的吃货。”

不过，也有人觉得，这么大的排
场，只为纪念“ 青春”，有点哗众取宠。

“ 这也太浪费了吧。数十种点心，两个
人吃，吃得完吗？”网友“ 小丸子”就觉
得，纪念“ 青春”的方式有很多种，没
必要用这样浪费的方式来体现。

校园“ 大胃王”
一早吃遍食堂早点

一大早吃那么多，没有一个健康的胃和一颗作秀的心是做不到的。

商场购物走入“ 二维码”时代

逛商场刷二维码免费获得会员卡。 本报记者 贺佳颖 摄

徐家汇社区举办白领迎国庆文艺汇演

月浦群众体育大会召开

闵行购物节开幕

虹桥街道举办青年羽毛球友谊赛

本 报 讯 记 者 朱 莹 “ 坐 得
正？”“ 立得稳！”“ 靠人都是假？”

“ 跌倒自己扶！”⋯⋯南京东路街道
三德居委会活动室里热闹非凡，上
海“ 阿姨”和“ 爷叔”争先恐后抢
答，在这场上海闲话大比拼的活动
中谁也不甘落后，笑声不绝。近日，
2012年黄浦邻里节开幕，全区十个
街道开展了各色活动。

在半淞园路街道，居民们对生
活用品再利用，变废为宝交换使

用；打浦桥街道张灯结彩，邀请海
派剪纸艺术大师进行剪纸表演，田
子坊的商家们则现场演示丝巾扎
法，并由社区时装队进行展示；淮
海中路街道举办家庭小游戏、号召
大家抄起锅碗瓢盆比拼舌尖上的
淮海⋯⋯

作为区妇联的品牌活动，邻里
节以贴近社区、贴近居民的活动吸
引广大居民的热情参与，被居民们
赞誉为“ 老百姓自己的节日”。

黄浦区邻里节比拼上海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