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谁听我说

下午 1 时，天津南开区园
荫里的社区食堂仍没关门，住
在附近的小刘没想到自己还
能吃到热乎饭。 再过几个小
时， 这里将迎来一群小朋友，

“变身”少儿托管室……
既能现场点餐又能线上

预订，既面向老人又面向年轻
人，既是食堂又是托管室……
小小的社区食堂， 做出不少

“活”文章。
在这些文章里， 最醒目

的是新需求。 对不方便做饭
的老年人和没时间做饭的年
轻人来说， 在家门口吃上一
顿可口的饭菜是他们的共同
诉求。 社区食堂不仅解决了
一顿饭的事， 方便了居民就
餐， 还为社会解决了部分就
业问题，可谓一举多得。 城市
治理效能高不高、 居民生活
品质好不好， 都能从小小的
社区食堂里看出门道。

社区食堂可以盘活存

量。 天津河东区靖江东里社
区的社区食堂是由旧车棚改
造而来， 河北区的一家社区
食堂则是利用一处闲置资
产， 引入第三方企业进行改
造后开业运营……唤醒“沉
睡”的资源，在服务“上新”的
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城市“微
更新”。 当一家社区食堂开门
迎客， 不仅能让闲置空间活
起来， 也能让社区人气旺起
来，带动周边便民服务。

沿着这条思路往更深处
想：空间活了，那时间呢？ 不
少实践已经给出答案。

在天津红桥区胜灾社区
大食堂里， 居民们吃完饭喜
欢坐着聊一会儿， 运营方就
将营业时间延长 1 个小时，
满足居民这一需求。 还有一
些社区食堂， 招募外卖员为
社区里的老年人上门送餐，
同时为外卖员、 快递员延长
营业时间，给予价格优惠。 一

份份冒着热气的饭
菜， 解决了居民用
餐的“难”，也给了
新就业群体被关
怀、被尊重的“暖”。

让便利就餐带来的幸福
感一直在， 需要社区食堂实
现可持续发展， 而这离不开
灵活的经营思路。 在上海，
每当过了老年人用餐高峰时
段之后， 有些社区食堂会把
年轻人喜爱的腊味、 辣炒摆
进橱窗， 以精细化运营吸引
不同年龄段的客人 ； 在重
庆， 一家社区食堂推出“社
区食堂 + 学堂”模式，开展
重庆小面传承培训和就业帮
扶，增收、传承两不误；在杭
州， 有些街道利用社区食堂
举办烘焙、 膳食等方面的培
训讲座 、文化活动等 ，既丰
富了居民生活， 又为食堂提
升了人气。

有人说， 开社区食堂难
赚大钱，最需要的是坚守。 的
确，把“民生账”算在最前面
的社区食堂，往往赚的是“微
利”，但有政府“搭把手”，有
居民来捧场， 运营方再想方
设法让菜谱活一些、 空间功
能多一些、服务人群广一些，
那么， 再小的社区食堂也能
细水长流， 写出幸福感十足
的民生大文章。 ①2

一座城， 靠什么留住人
的身和心？ 也许是秋日胡同
里的鸽哨声， 也许是一座对
所有人敞开怀抱的图书馆，
也许是抬眼望见美丽的天际
线， 也许是繁忙的地铁口和
广场传来的悠扬琴声……如
今的城市， 以各种不同的气
质击中人们内心的某种期
待， 并由此生发出归属感和
主人翁意识。

新时代的城镇化， 更加
注重以人为本。 从老旧小区
加装电梯， 到见缝插针建设
口袋公园， 从推出流动便民
集市，到设置惠农公交专线，
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 让更
多人与城“双向奔赴”的故事
不断上演。

城市之美不仅在楼宇，
宜居品质蕴藏在细节中。 上
海闵行区举办“城市家具”创
意设计大赛， 激发美化公共
空间的“金点子”，让人们回
家路上的风景更美更温馨；
河北雄安新区“把每一寸土
地都规划得清清楚楚后再开
工建设”，实现 5 分钟可达幼
儿园、老年活动中心，10 分钟
可达小学、 社区卫生站……

从大局着眼，于细节着手，宜
居城市便会更加可感。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 城
市的吸引力， 往往在于文化
的独特性。 当下，许多“小而
美”的城市正在收获流量、聚
集人气， 让远道而来的人惊
艳，让生长于斯的人安心。 甘
肃天水的麻辣滚烫， 山东淄
博的夜市烟火， 新疆阿勒泰
的人文风情……持续涌现的
网红城市，以特色吸引眼球，
用口碑积累人气。 对城市而
言， 独特的人文底蕴是鲜明
印记，更是宝贵资源。 统筹兼
顾城市更新与文脉保护，将
这份“家底”的潜力充分发挥
出来， 才能更好地书写人文
经济学新篇章。

既宜居，也宜业，城市的
生命力才会持久。 江苏丹阳，
一座人口不到 100 万的城
市，是全国百强县，是宜居宜
业城市。“绿富美”从何而来？
既做强特色产业， 发展成为
占世界产量 50%的
眼镜生产重镇，又做
优“城市画廊”，打造
运河之畔的诗画江
南，努力探索产、城、

人融合的最佳结合点。 无论
城市大小， 不断完善城市功
能、夯实产业根基、丰富文化
生活， 就能打造出更高品质
的生活空间， 塑造出更宜人
的精神气质。

生活多姿，时代多彩。 更
智慧、更绿色、更开放、更包
容， 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城
市千姿百态、各美其美，格局
越来越开阔， 细节越来越饱
满，服务越来越便捷，对人的
尊重与关怀愈加彰显。

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
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
进程，到 2024 年末，常住人口
城镇化率达 67.00%， 比 2023
年末提高 0.84 个百分点。 在
这样的时代洪流中，我国坚持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这
一理念，带动千千万万个你我
向前奔跑、向上生长。 未来系
于当下，未来就在脚下，我们
的城市必将更宜居，我们的家
园必将更温暖。 ①2

期待每座城市都有宜人气质
□孟繁哲

南都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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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小和无知不是生存的障碍，傲慢才是。
●时光难留，只有一去不返；如今最好，别说来

日方长。
●你若想得到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先得让世界

看到最好的你。
●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

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懂得如何快乐度日，并从
中发现生活的诗意。

●我不觉得人的心智成熟是越来越宽容，什么
都可以接受。 相反，我觉得那应该是一个逐渐剔除
的过程，知道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不重要的是什
么，而后做一个简单的人。

●现在的人， 小时候爱装老， 长大了又装
嫩———小时候说：老子打死你；年轻时说：哥不是好
惹的；年老后说：天呀，吓死宝宝了。

●如果说智慧属于心灵，那知识就近乎一套面具。
●能否将僵硬的知识面具靠内在的力量融化

成身体的一部分、智慧的一部分，是能否改变命运
的一道屏障。

●机械和圆融、僵硬和柔韧、死板和通达，构成
了知识和智慧的分界线。 知识需要软化和融合，并
再度提纯和创新，成为一个人心灵独立、学以致用
的支撑。

●生活就是在不同智慧的人手中重组成不同
颜色的人生。

●—个人成不了大事，是因为朋友太少、朋友
质量不高。

●多花时间去成长自己， 少花时间去苛责、嫉
妒别人。 不要活反了，生活本身就是财富。

●所有的错误，我们都知道，然而终究改不掉。
能改的叫作缺点，不能改的叫作弱点。

●守嘴不惹祸，守心不出错。
●人活在世界上，重要的是爱人的能力，而不

是被爱。
●在你的气质里，藏着你走过的路、读过的书

和爱过的人。
●决定我们成为什么样的人的，不是我们的能

力，而是我们的选择。
●一切独立的人格都意味着强大。
●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人们都还有最后一种自

由———选择态度的自由。
●不要被一句“以后怎么办”吓退，以后那么

长，不是想出来的，是过出来的。
●树不能长得太快，一年的当柴，三年五年的

当桌椅，十年百年的才有可能成栋梁，因此，要养深
积厚，等待时间。

●在人类的本质中，最殷切的需求是渴望被肯定。
●短期交往看脸蛋，长期交往看脾气，一生交

往看人品。
●善良而平凡地生活，努力追求智慧而从未远

离愚蠢，有此成就足矣。
●什么叫见过大世面？ 会讲究，能将就，能享受

最好的，也能承受最坏的。
●认识的人在“点头之交”之外又多了一类，叫

“点赞之交”。
●真理的诞生、被认可，并最终成为某种程度

的普世信仰，是经历了怎样的披肝沥胆、呕心沥血、
诽谤争议，甚至为此付出生命的震撼过程。

●真理一旦出现，无论携带着多少血泪沧桑的
基因，它仍会在瞬间照亮宇宙和人类的生存空间。

———摘自图书珍藏书目郭同春校长编著的《精

粹语言汇编》

社区小食堂做好“活”文章
□杨建楠

晨语 2025年 2月 14日 星期五
编辑 郭征 美编 王司宇 质检 郭征06

每日箴言
南阳华龙高级中学
告诫广大学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