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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见习记者 钟雷

本报讯 近日，一张四名中国青
年身穿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在四行
仓库抗战纪念馆前合影的照片在网
上引起广大网民的一致愤慨与谴
责。8月23日，上海市公安局静安分
局依法对涉案的李某、高某、项某处
以行政拘留处罚，对胡某、刘某予以
教育训诫。

记者从警方获悉，8月8日，上海
市公安局通过网络巡查发现题为“四

男子穿日军军服在四行仓库拍照”的
微博后高度重视，迅速指令属地静安
分局开展案件调查工作。经查，李某、
高某、项某、胡某、刘某等所谓的“军服
迷”经事前商议后于8月1日前往上海
拍照聚会。其间，于8月3日22时许穿
着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在上海四行仓
库抗战纪念广场（弹孔墙）拍摄照片。
几天后，李某发文配所摄照片上传QQ
空间并被多次转发，引发广大网民强
烈谴责，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

警方认为：李某等人为寻求刺

激、博人眼球，罔顾民族感情，无视公
序良俗，明知四行仓库是著名的抗战
地标建筑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仍身
穿仿制的二战日本军服合影并在网
络上传照片，极大地伤害了广大人民
群众的爱国情怀，违背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造成了恶劣的社
会影响。李某等人的行为已经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的有关规定，应当依法予以处罚。

连日来，警方远赴四川、浙江、北
京等地，开展调查取证。经查证，李

某等五人均主动投案并对自己的违
法行为供认不讳。在警方的教育下，
他们深刻认识到自身行为的性质并
真诚悔过。8月23日，李某、高某、项
某被依法处以行政拘留处罚，胡某、
刘某因未成年、违法情节显著轻微，
被教育训诫。

上海市公安局强调，个人爱好和
言行不能法外任性，恣意妄为，互联
网空间亦不是法外之地。警方将对
此类违法行为一查到底、严惩不怠，
绝不会坐视不管、绝不会放任姑息。

为解决社区居民买菜难
在家门口设社区蔬菜直供网点

昨天上午9点，记者一行来到静
安区北站街道天目东路220弄小区，
那里设置了一个社区蔬菜直供网
点。本地青菜市场价4.5元/斤，直供
价3.8元/斤，南汇丝瓜市场价3.5元/
斤，直供价2.8元/斤，西红柿市场价
3.8元/斤，直供价3元/斤……直供点
的蔬菜品种很多，约摸有三四十个，
甚至还有粮油米面等。

小区志愿者介绍说，这是为解决
社区居民买菜难而设置的便民举措，
每周三和周六上午，社区直供点就会
在此设摊，为周边几个小区约300户
居民服务。社区蔬菜直供网点设立
以来，销路一直不错。家住该小区的
钱阿姨一直光顾直供网点，上午她买
好菜直接就上楼回家了。

67岁的刘老伯吐槽说，小区距离
菜市场太远，哪怕是最近的菜场走路
也要一刻钟，今年夏天天气特别热，
这样的高温天去买菜实在吃不消。
他还透露说，小区里居住的老人不
少，社区直供点的出现非常及时。“和
小菜场比起来，这里价格很实惠，蔬
菜很干净，几乎没什么黄叶，摊主也
很诚信，没有发生过短斤缺两的事。”

通过公开招标为静安区部分社区
提供社区商业直供服务的某公司总经
理李国琴介绍说，社区蔬菜直供网点
的大部分蔬菜来自基地，每次可销售
1500斤左右，价格要比市场价低。

静安区社区直供项目负责人王
宏刚表示，该区共设70多个社区蔬
菜直供网点。去年，该区共组织开展
服务5000余次，直接受益居民170余
万人次，其中80%以上为60岁以上老
年人，商品销售总额2300余万元，服
务企业年让利金额达390余万元。

“我们多次组织供应企业与种
植、生产、物流企业联手，打通产销直
供渠道。鼓励区内企业与市商务委
指定的外延基地进行产销直供合作，
与批发市场建立供应对接直供渠
道。”静安区商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区商联会定期组织崇明、奉贤、金山、
山东等基地直供蔬菜，以低于市场均
价的价格在社区直销，得到了市民的
欢迎。

在菜场设平价菜专柜
市民每天都能买到平价菜

除了把基地直供的蔬菜送到社
区，在菜市场设平价菜专柜也成为抑
制菜价上涨的重要手段。

昨天每月一访的第二个探访点
是位于平型关路343号上的洛平菜
市场。记者看到，该菜市场设有两
个平价菜专柜，其中牛心菜1元/斤、
冬瓜0.8元/斤、大白菜0.9元/斤、番
茄2元/斤、青菜2.4元/斤，这些蔬菜
的价格都远低于市场价。

“设立平价菜专柜的目的，主要
是让弱势群体能买得起菜，平抑其他
品种的价格。”上海洛平菜市场负责
人黄义松介绍说，每天菜场专管员都
会根据批发市场的价格来确定平价
菜的标价，打个比方若当天冬瓜的批
发价是0.75元/斤，零售价就会设为
0.8元/斤。

据悉，平价菜摊位采取摊主自
愿报名的方式，只有诚信摊位才能

“中标”，每天由菜市场给予 100 元
的补贴。

据静安区副区长周海鹰介绍，静
安自“撤二建一”伊始就建立了保供
稳价工作机制，在每家菜市场每天设
置一个平价菜供应摊位，以低于市场
价15%-20%的价格销售，确保惠民工
作不断不乱。

不仅如此，区政府还将菜市场
新改建、社区智慧微菜场等供应体
系建设项目列为政府实事项目加以
落实。2017年新改建标准化菜市场
3家，新增调整社区微菜场17家，在
建示范性标准化菜市场2家。作为
全市社区智慧微菜场的试点启动
区，全区已落地微菜场 78 座，加上
38家菜市场，构成了静安区基本保
供应体系。

“保供稳价仅靠单方面努力是
远远不够的，需要各方的积极参与
形成合力。”周海鹰介绍说，为此，
商务、物价等职能部门共同建立价
格监测和发布系统，深入市场一线
收集菜价动态，并依托行业协会微
信群等工作平台，定期发布批发菜
价，分析菜价波动原因，为及时有
效地采取应对措施平抑菜价提供
可靠依据。

社区蔬菜直供网点设立以来，销路一直不错。 受访者供图

不出小区就能吃到新鲜价廉小菜
除社区蔬菜直供点，静安多渠道落实“菜篮子”真正惠民

四青年四行仓库前身穿仿制日军服拍照事件后续

沪警方跨省调查 三人被行政拘留

在菜市场增设平价菜摊位，以低于市场价15%-20%的价格销售；在全区落地78座微菜场，让市民就近买菜；与外
延基地产销直供合作，以低于市场均价的价格在社区直销……昨天，青年报记者走访了静安的社区蔬菜直供点、标准
化菜市场，了解老百姓的“菜篮子”工程。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市现有 2700 万消费人口，每

天消费农产品约7万吨，除了绿叶菜

外，约 80%以上货源由外省市提供。

如何做到“确保供应、确保安全、确保

价格基本稳定”？

市商务委副主任吴星宝介绍说，

为了提高蔬菜产销对接效率，改革蔬

菜供应体系，本市将支持农产品“批

零联盟”模式。即推动区域批发市场

转型成为蔬菜配送中心，以协议合作

方式实现批发和零售环节的直接对

接，鼓励菜市场通过订单方式集中采

购蔬菜（经初步测算，蔬菜零售价格

有望降低10%左右）。其次将推进中

心批发市场建设。浦西重点建设西

郊国际平台，形成“线下体验、线上订

单、平台集散、区域配送、外延基地直

供”的批零联动模式；浦东重点建设

上农批平台，实现“线下加盟、会员注

册、线上下单、批零直供”的供应体

系。推动区域批发市场转型，减少中

间环节。推动区域批发市场转型为

区域加工配送集散中心，逐步取消交

易功能。

吴星宝还介绍说，将加快新模式

发展，逐步替代以个体经营为主的蔬

菜零售模式。支持社区智慧微菜场、

O2O 电商平台、生鲜超市等新模式

新业态发展，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互联网+菜篮子”模式，切实降低流

通成本。

市农委蔬菜办公室主任史明则

介绍说，2017年1-7月份地产蔬菜上

市量 163.1 万吨，其中绿叶菜上市量

88.4 万吨，同比增加 4.6%；地产蔬菜

总产值29.75亿元。面对新形势和国

际大都市对蔬菜生产的新要求，上海

将从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划定

生产保护区、推动绿色发展和完善支

持政策等四个方面，努力实现“菜篮

子”工程的提档升级，实现蔬菜产品

的量足价稳和优质安全。

支持本市农产品“批零联盟”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