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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兰迪的绿，白色的欧式
屋顶。你绝对不会想到，这会
是上海一家街道的菜市场。
而在哈尔滨姑娘高硕的手中，
原来脏乱差的菜市场成为了
这样的“网红”市集。这位90
后海归硕士，用年轻人的创新
理念将传统行业做出了不一
样的色彩。

青年报记者 刘晶晶

青年报：现在很多年轻人不愿意做

实业，你为何反其道而行之？

高硕：回国后做了两年广告业，想
换个工作，正好有个空档。我父亲是做
这个行业的，上海第一家标准化菜市场
就是我父亲打造的，当时我就帮他做了
黎安集这个项目。第一次做的确很辛
苦，但当事情做成后，会发现得到的反
馈是实实在在的，老百姓很满意，菜场
的经营者也很开心。这个时候我就会
觉得这些辛苦没白费，会更有干劲，我
觉得这也是做实业的魅力。

青年报：从业至今给你的最大动力

是什么？

高硕：创新吧。上海提出建立社区
15分钟生活圈，对于这个传统行业，是
一个机遇，也是站在了历史转折点，确
实需要有新的力量来推一把，为企业为
行业注入一些不同的力量。年轻人就
应该在这种时候敢于冲出来。

青年报：你想要做成什么样的目

标？

高硕：我觉得菜市场的基础功能是
供菜，老百姓看的还是菜的品质、菜
价。所以还是要先把本职工作做好，在
这个基础上，挖掘出更多社区功能，让
菜市场也能成为一个城市的地标，有更
多文化标签，当然最好。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作为这座城市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上海青年正在成为砥砺奋进的生力军和突击队。为选

树青年典型，由青年报社策划主办的上海一线青年新榜样推选展示活动将陆续推出系列报道，充分展现新时代奋斗在一线岗位的青

年人物有作为、敢担当的榜样精神，引导更多同龄人从中领悟和学习。

今天我们所展示的人物是上海市妇联执委、上海铭言企业管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高硕。

做传统行业创新
青年要冲在一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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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硕一腔热血为公益。 本版均为受访者供图

操刀改建菜市场
乘坐地铁12号线到七莘路终点站下

车，顺着七莘路一路向南步行15分钟，到
秀文路左拐，再走5分钟，迎面就是莘庄
的这家“网红”菜市场——黎安集。

黎安集全长大约有230米，大胆的色
块首先让它与众不同。而走入市场，映入
眼帘的并非预想中的各类菜摊，而是香气
沁人的鲜花绿草，“花样市集”似乎成为它
的序言。

更有意思的是，除了蔬果、熟食、生鲜
等菜市场的必备，这里还有各色小吃店和
琳琅满目的服务小摊位，理发、美甲、老人

服饰、休闲广场，甚至还有河道景观和空
中花园。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里，这里都打
破了人们对于传统菜市场的想象。

这一占地6000平方米、投资约2000
万元的菜市场改造项目正出自高硕之
手。1992年出生的她，2016年从英国留
学归国，做了两年电影推广工作后，并没
有想到自己最终会投身于实业，做的还是
一般年轻人不会涉足的菜市场。

到目前为止，高硕已经在上海做了五
六个菜场改造项目。有6年国外生活经
历的她，想要在这个“老行业”做出一些

“新风貌”——让菜市场承载更丰富的社
区生活功能。

她所改造的菜场，会根据所在位置和
地区特色，注入不同元素。“像我们在徐汇
区的长桥菜市场改造，就加了一些桥的元
素，因为以前这里真的是有一座桥的。”长
桥地区老龄化严重，菜市场二楼特意打造
了一个老年社区食堂，给老年人提供10-
12元钱的老年套餐。

高硕：让传统行业有不一样色彩

海归硕士改造菜市场

高硕还有个身份，她是全国首家“菜
市场妇联”的主席。她所在的铭言集团，
是最早建立体制外妇联组织的民营企业。

“我们20多家菜场中，女性经营户有
2000多名，70%都是外来从业者。”最初，在
街道妇联的带动下，这些女性从业者感受
到了妇联带来的各种贴心服务。“慢慢就
觉得，我们也不仅仅是被服务的一方，其
实我们大家的力量凝聚成一起，也可以去
服务他人。”高硕表示。

2018年，一支“巾帼志愿服务队”应
运而生。高硕也带动志愿队成员和公司
党员，为贫困地区捐款，与贫困生结对。
在云南省新街镇建立的胜村孵化育雏基
地每年帮助 100 多家贫困养殖户脱贫。

“徐汇区对口的云南红河州下面4个县，
我们也常年帮扶了3个孩子，负担他们的
学费生活费。”

常态化的服务更是不间断。在铭言
与检察院等相关部门合作成立的未成年
阳光基地中，接收了不少未成年犯罪人
员。“这些孩子大部分是父母离异，从外地
来到上海的，有时候做错了事，自己都不
知道已经构成犯罪了，又无家可归，就在
我们阳光基地学习，我们也会时常去关怀
这些小朋友。”每年中秋节带他们做饭，给
他们包饺子，入冬了送上冬衣，平时送点

书，让这些孩子重新感受到家的温暖。
在铭言下属的菜市场中，还有一些刑

满释教人员在这里工作。“他们找工作比
较困难，我们也想帮社区解忧，为维护社
会稳定做一份努力。”据不完全统计，在她
的关心、帮助下，先后有90多名刑释解教
人员在企业内获得了新生，20多名未成年
人走出了“铭言阳光基地”，没有一人重新
犯罪。

在她的带领下，这个基层妇女组织先
后获得了“全国巾帼文明岗”、“上海市巾
帼文明岗”、“2018-2019年度上海市志愿
服务先进集体”、“上海市三八红旗手”等
荣誉，也是全国第一家非体制内的全国妇
联系统先进集体。

创新也会有阻碍。高硕告诉记者，最
早做黎安集的时候，光是颜色的选用，她就
遇到了不少阻力。“很多人都觉得颜色太大
胆了，一个菜市场怎么能搞成这样，违和度
太高了。”高硕不仅坚持了下来，还做了更
大胆的尝试——为每间商铺取名字，“比如
卖鸡蛋的就叫作‘蛋蛋来了’，反正就要有
趣打眼，每家都要不同，市场里8家卖猪肉
的，我做了8个不同的招牌，每个摊位都是
单独设计。”当时大家都觉得太繁琐了，没
想到最终呈现的效果一鸣惊人。

繁琐的工作还延伸到了改造后菜场
管理的方方面面。她为菜场引入数字化

管理，开发了线上买菜小程序。“当时接受
度也不是特别高，有的菜市场经理可能年
纪比较大了，他们觉得很麻烦。”而实际落
地后，成效很好，疫情期间更是发挥了意
想不到的作用。

这也让高硕觉得自己的选择没有
错。“很多人会觉得我一个女孩为什么要
做这个行业，又苦又累。”改造菜场，她基
本上80%的时间都泡在了工地上。大到冷
柜货架，小到价格标签、垃圾桶，她都会盯

着。收集店名、统一制作广告牌、价格签，
配置电子秤，培训操作，一家1000平方米
左右的菜场，整体施工就要3个月左右时
间。“我们提供给经营人员的是‘拎包入
住’，整体的工作量还是相当大的。”高硕
说。和之前做广告时不同，菜场改造好
后，她也不能放松，后续的管理、运营，一
样要操心。

“菜篮子是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这
句话，在去年疫情期间，高硕更是有了最
切身的体会。作为一家在徐汇成长起来
的企业，年轻的公司副总经理高硕在关键
时刻承担起了责任。

排除阻力做创新

一腔热血为公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