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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不想做饭，花钱请人“上门代厨”，
想吃什么都有人上门给你做，让干饭更简
单。最近悄然走红的“上门代厨”服务，你
尝试过吗？有位在杭州的朋友就不止一次
尝试了，还把“上门代厨”做的菜拍照发在
朋友圈，说：“杭州‘上门代厨’生意很好，不
少年轻人都觉得这项服务精准满足了自己
的需求。”

锡城情况如何？有媒体记者走访调查
后发现，“上门代厨”这一职业在无锡早已
存在，且市场需求量很大，尤其受年轻人的
欢迎。

有市场需求就有服务供给，“上门代
厨”服务同样如此。花钱让人上门烧菜做
饭，与在家线上下单点外卖，两者性质并无
本质不同，都是按需下单点菜，区别在于，

“上门代厨”服务更精准、更细化，更有“家”
的味道，满足了人们的需求。

“上门代厨”服务能走多远，这是市场
供需决定的，只要这一需求存在，“上门代
厨”服务就不会消失，但若想让“上门代厨”
服务这一新业态行稳致远，则需要相应的
政策、监管、制度予以规范，否则，行业无序
竞争之下，必然会引发各种问题，阻碍“上
门代厨”服务可持续发展。

生活需要烟火气，“上门代厨”服务也
是为生活增添烟火气。现在年轻人不爱做
饭的不在少数，“上门代厨”服务的需求群
体多是这一部分年轻人。虽然花钱让人

“上门代厨”省时省事，但也少了自己下厨
的一份乐趣。自己做饭，买菜、洗菜、切菜、
炒菜等整个过程都需要自己动手去做，这
些看似很简单的小事，却让生活中的烟火
气“热气腾腾”。

四方食事，不过一碗人间烟火。烟火
气是人间最绵长的滋味，少了烟火气的日
常，也少了些许生活的情趣。充满烟火气
的生活，才是最诗意的生活。从生活层面
而言，“上门代厨”服务也好，自己下厨做饭
也好，都是为了让生活充满烟火气。所以，

“上门代厨”服务要在营造“家”的味道上下
功夫，提升服务的附加值。不只是提供简
单的烧菜服务，而是要让消费者感到物超
所值，感受到“上门代厨”也有浓浓的烟火
气，从而增强“上门代厨”服务的吸引力，获
取更多订单，实现消费者满意、“上门代厨”
服务延伸的多赢效应，使“上门代厨”服务
这一新业态在竞争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
不断优化，行稳致远。（作者系公司职员）

优化“上门代厨”服务
更好营造“家”的味道

□ 孙维国

无锡正在打造“全国最干净城市”，将
建成100个“席地而坐”城市客厅示范区，
前不久公布了首批 30个城市客厅示范
区。这些城市客厅的建成，无疑将增添无
锡市民的幸福感，笔者也时常关注并在空
闲时到这些客厅走走坐坐，同时也产生了
给这些城市客厅加点“料”的想法。

近年来，无锡市现有的专业文化场馆
不断推出新颖亲民的活动，线上线下融合，
既有线上的微信小程序打卡漫游，又有线
下的公益体验课，拉近了场馆与受众的距
离，引导受众开启全场景沉浸式体验。有
鉴于此，城市客厅是否可以与这些专业场
馆合作，将无锡的历史文化内容数字化，市
民通过手机扫二维码即可查看相关内容，
让“席地而坐”的市民在休闲的同时更多地
了解自己生活的城市。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历史，珍藏历史
和文物的场馆一般都是博物馆和展览馆。
这些场馆承担着保护和收藏历史文物的重
任，也具有开展社会教育的功能。在城市
客厅里放置一批无锡历史人物或地方特色
产品等雕塑作品，并附上二维码，让人们可
以扫码了解城市的代表性人物和地方风
物；也可将博物馆、展览馆的代表性展品通
过数字技术“搬进”城市客厅，更好地体现
出城市本身即是博物馆、展览馆。

此外，可以倡导社会力量参与城市客
厅的内容制作，比如可以制作单位或机构
冠名的方式，在宣传介绍城市历史文化的
同时，也可以对冠名单位进行相应宣传，从
而进一步提升城市客厅的影响力和利用
率。 （作者单位：无锡市民宗局）

把城市客厅打造成
本土历史文化展示场所

□ 王觉民

新论

结合城市更新和轨道交通建设打造TOD公共文化空间，能够让城市的地下空间有

更为多元的用途、为地下街区导入可观的客流。地铁收车时间晚、地铁站站厅遮风挡

雨，举办文化活动有着很明显的交通和场地优势。我市地铁三阳广场站、市民中心站等

换乘站点，都建有地下商业街，因地制宜打造公共文化空间，无疑会增添地下商业街的

活力，大量年轻客群的涌入，可以带动商业销售、促进夜经济的发展。

如何营造青年文化空间

打造TOD文化空间，链接起青年和城市
□ 潘艺心

说起无锡这座城市里的“青年文化空间”，
首先进入我们脑海的会是什么？可能是相对固
定的空间，比如live house和独立书店；也可
能是定期或不定期举办的场所性活动，比如市
集和音乐节。留心观察的话不难发现，这些青
年文化空间的营造，往往与城市更新和微更新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就无锡而言，live house往往依托于文化
创意园中的复古建筑或者工业遗产本身，前者
如 N1955 南下塘文化创意园中的活塞 live
house，后者则以具备live house功能的运河
汇游客集散中心为代表，而它的前身正是无锡
钢铁厂的一号车间。这些空间都是不同时期的
城市更新的产物，特别是后者，还获得了“江苏
省2021年度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奖补”。

虽说暂时成了过去时，无锡的独立书店大
概仍然以原先锋书店惠山书局最为典型。昔日
的惠山书局寄身于惠山古镇的历史文化街区之
中，在经营书店传统业务的同时，举办了多场颇
具分量的文化沙龙与思享会，为无锡本地以及
从国内其他地方慕名而来的青年们营造了一个

可以进行思想碰撞，也可以诗意栖息的青年文
化空间。

那么，除了这些我们相对熟悉的青年文化
空间形态和营造方法，是否还存在其他可能？
设想一下，在人流熙熙攘攘的三阳广场地铁站
里，除了现有的各种商业业态外，还有能够举办
沙龙、演讲和脱口秀的共同空间。这里会不定
期举办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无锡城里的青年
们乘坐地铁纷至沓来，丝毫不用担心停车的问
题，路过的人们也会驻足观看甚至加入其中，一
个由实体的空间和人们的活动塑造而成的青年
文化空间就此生成。

事实上，这样的场景并非天方夜谭，在我们
的邻国日本，类似这样的青年文化空间每天都
在吸引着大量的青年聚集。日本著名的交通枢
纽涩谷站不仅拥有忠犬八公像和世界上最大的
十字路口，还在常规业态之外建有会场、剧院等
公共空间，每天为乘坐电车汇聚于此的青年们
提供文化服务。某种意义上说，被打造为面向
年轻人的街区的涩谷站本身，就是一个体量颇
大的青年文化空间。

涩谷站作为一个颇为成功和典型的TOD
（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发展策略）案例，它的空
间辐射能力远远超过一个车站和街区，甚至带
动了东京这座国际大都市的发展。这样的有益
经验应当是值得参考和借鉴的。或许有人会
说，中日两国国情不同，无锡的TOD尚处于刚
刚起步的阶段，在地铁站举办的文化活动也不
多。

实际上，以“TOD+城市更新”的理念和手
法在地铁站等公共交通节点打造青年文化空间
的意义恰恰就在于此。诚然，中日两国城市发
展状况存在客观差异，无锡相比于东京，TOD
的发展程度以及人们对于车站的认识都存在差
别。可是，如果把打造TOD公共文化空间这件
事做好了，恰恰显示出城市管理者开阔的思维
和包容的心态，能展示出一座城市的个性和特
色。

结合城市更新和轨道交通建设打造TOD
公共文化空间，能够让城市的地下空间有更为
多元的用途、为地下街区导入可观的客流。在
地面空间举办活动会受很多客观条件限制，比

如：地方偏远，公共交通系统通达性不够；场地
面积有限，所能容纳的参与者数量有限；碰上
大风暴雨天气，活动往往会延期或取消。地铁
收车时间晚、地铁站站厅遮风挡雨，举办文化
活动有着很明显的交通和场地优势。我市地
铁三阳广场站、市民中心站等换乘站点，都建
有地下商业街，因地制宜打造公共文化空间，
无疑会增添地下商业街的活力，大量年轻客群
的涌入，可以带动商业销售、促进夜经济的发
展。

可以想见，作为志同道合的青年聚集地的
青年文化空间，其意义已经超越实体空间本身，
其辐射能力也是很可观的。无锡的轨道交通正
加快建设，不妨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在TOD建
设中打造一些个性化的青年文化空间，让青年
人通过一个个文化空间与城市产生链接，从而
更深度地融入这座城市。留住了青年，城市的
未来就有了更多可能。

（作者系无锡市委党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
才，国家公派留学日本京都大学博士，曾长年旅
居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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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乡村学校相比，城市学校在开展自然教
学、劳动教学时受到不少客观条件限制。为了
让孩子们更好地亲近自然，在学习中培养孩子
的综合素养，城市学校也是“各出妙招”。有的
在校园里辟出一角，作为孩子们的劳动实践基
地；有的学校将废弃车胎进行彩绘，作为“小花
圃”交由各个班级学生轮流养护；有的学校将部
分花坛进行重新开发，作为孩子们的“种植乐
园”。

什么是真正的课堂？教室只是学生学习的
一个场所，课堂外的很多空间都可以让学生产
生思维的碰撞，唤醒他们对未知领域知识的渴
求。教师要打开教育的视域空间，把课堂外延
的触角向四面八方打开。《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2022年版）》中指出要落实劳动教
育，劳动这门学科也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
立了出来，可见劳动教育对孩子成长的重要
性。在新课程背景下，如何开设好劳动课程？
教育工作者要树立“乡村即校园”“田间地头亦
课堂”的教育理念，挖掘劳动教育新的内涵。

用知行合一的实践助力孩子打开思维。劳
动学科是一门需要动手实践、动脑思考，需要亲
身体验的一门学科。学校不妨组织孩子走进田
间地头，闻一闻新翻的泥土的气息；让孩子播下
一颗种子，感受植物从发芽、生根、长叶，到开
花、结果的过程；让孩子比一比不同的植物的生
长周期，探究阳光、水分、温度等对植物生长变
化的影响。还可以让孩子饲养一些小动物，如：
乌龟、小鸡、兔子等。孩子们可以根据不同的兴
趣爱好进行主题式探究，这样的实践过程需要
调动多学科的知识储备，无形之中就拓宽了学
生思维的张力，在跨学科学习的过程中获得学
习的乐趣。

让团队协作的意识内化为孩子的行为。教
育家卢梭曾经说过：“最好的教育就是无所作为
的教育：学生看不到教育的发生，却实实在在地
影响着他们的心灵……”在劳动的过程中，依靠
团队的力量，小组分工合作，可以让劳动过程变
得更高效。以种菜为例，一个人承包一块地，从
翻土播种到浇水施肥，再到锄草、除虫、采摘，每
一项工作都凝聚着辛劳。若是组成团队，大家
分工合作，不仅可以更轻松一点，更重要的是在
团队合作的过程中，可以锻炼孩子与同伴交往
的能力。未来社会是合作型社会，“单打独斗”
很难立足。不用老师讲团队协作的重要性，孩
子在实践过程中自然可以体会到团队的力量，
从而在潜移默化中把团队协作内化为自己的自
觉行为。

将珍爱生命的种子播撒在孩子的心田。有
人曾说过：“教育要培养孩子面对一朵野花也怦
然心动的感觉。”孩子在田间地头亲手播下一颗
颗种子，看着它们发芽、生长，感受生命朝气蓬
勃、向上生长的力量。太阳晒得厉害了，就浇点
水；土地肥力不够了，就施点肥。孩子在劳动的
过程中，看着自己种下的植物、自己亲手饲养的
小动物，每一天都有新的变化、新的惊喜发生，
定能唤醒孩子们内心最柔软的那部分。通过劳
动让孩子们懂得“珍爱生命”不仅仅是一句口
号，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温柔以待、都值得被珍
爱，唤醒孩子们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之心。

“田间地头亦课堂”，把孩子带到大自然中，
让他们去感受花开花落的四季交替，去感受生
命的多姿多彩，定能让孩子们幼小的心田得到
不一样的滋养。

（作者单位：无锡市新吴区泰山路实验小学）

“田间地头”亦课堂
□ 胡红艳

如何上好劳动课

个体工商户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不可或缺
的组成部分和重要的市
场主体，2022年从中央
到地方推出了多项推动
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利好

政策。中央层面建立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部
际联席会议制度，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个
体工商户服务月”活动；施行十余年的《个体
工商户条例》被《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
所取代，相关部门对个体工商户由侧重管理
规范转变为促进发展；新修订的《上海市市容
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将于今年12月1日起施
行，在规定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等公共场
所设摊经营、兜售物品的同时，明确区人民政
府、乡镇人民政府可以划定一定的公共区域
用于从事设摊经营、销售自产农副产品等经
营活动，使得以个体工商户为主体的“地摊经
济”或“流动摊担”再度受到社会关注。

人们常说个体工商户经营灵活、“船小好
调头”，但面对挑战时，规模小、抗风险能力弱
也是不争的事实。一些部门在出台扶持政策
时，会优先向“顶天立地”的大项目、大企业倾
斜，有意无意间忽略了“铺天盖地”的个体工
商户。疫情发生以来，个体工商户的生存与
发展受到了极大冲击，成为受损严重的群
体。从无锡的情况来看也是有喜有忧，喜的
是个体工商户数量从2021年的62.99万户，
增加到2022年10月底的65.6万户；忧的是
2020年、2021年、2022年度的个体工商户年

报率分别只有45.2%、48.7%、51.2%，疫情影
响下的个体工商户在主体资格的存续上意愿
不高。

数量庞大的个体工商户的蓬勃发展优化
了经济结构，壮大了新动能，促进了经济循环
畅通。同时，个体工商户的发展带动了大量
就业，解决了众多家庭的生计问题，也方便了
群众生活。无锡工商业发达，个体工商户对
城市发展贡献很大。不管是为了繁荣城市经
济、培育壮大市场主体，还是为了扩大就业、
更好地满足群众日常生活所需，在促进个体
工商户的发展方面，都应有一个长远的发展
考量。要将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纳入地方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并结合本地个体工
商户发展情况制定具体措施并组织实施，在
推动城市更新、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中充分
考虑个体工商户发展的需求，为个体工商户
留足发展空间、提供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市场
环境，增强其发展的信心。

推动城市更新时给个体工商户留出“位
置”。很多个体工商户都是租赁门面房、摊位
开展经营，租金提高、经营场所用途变更等情
况，会给其经营带来很大影响。各个板块在
开展城市更新时，不妨充分考虑个体工商户
的经营特点，出台一些有针对性的招租政策、
开辟出一些个性化的经营空间，让处于不同
成长阶段的个体工商户都能有发展空间。比
如，新建或改造的农贸市场对于自产自销的
夫妻摊给予一定的租金优惠，让他们安心摆
摊，满足市民尝鲜本地时令蔬菜、特色农副食

品的需求。在设计沿街门面房户型时，大、
中、小不同面积的户型错落搭配，让个体工商
户根据自身情况“各取所需”。有一些社区睦
邻中心将配钥匙、换拉链、修雨伞、磨刀剪等
小手艺人集中到一个大的空间里是一个很好
的做法，既降低了摊户的经营成本，也让市场
空间布局不至于杂乱。

形成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合力”。个
体工商户面广量大，有的处于亟需纾困解难
的阶段，有的经营情况较好有望实现“个转
企”，政府相关部门在扶持个体工商户发展时
需要相互补位。在便利市场准入、发放创业
用工及租金补贴、提供优惠利率贷款、减税降
费、开展免费职业技能培训、提供公益法律援
助等方面，制定接地气的实施细则、操作指
南，让更多好政策直达个体工商户，尽可能让
所有个体工商户都能享受到政策红利。加强
对个体工商户发展状况的监测分析，对一些
抽样调查类的统计数据进行共享，归纳出比
较突出的共性问题，合力攻坚克难，促进个体
工商户健康发展。

个体工商户给城市经济带来了生机活力
和强大韧性，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是实现高
质量充分就业、增进民生福祉、提高群众生活
品质的重要途径。无锡各级各部门在推动经
济提质增效、优化营商环境等工作中，要为个
体工商户创造更优的发展环境，给他们留出

“立足空间”和“上升通道”，让个体工商户在
促进高质量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作者单位：无锡市市场监管局）

为个体工商户发展留出“上升通道”
□ 盛小伟

现在无锡正在加快城市数字化
建设步伐，推广使用电子身份证也
是数字城市建设的内容之一。推动
电子身份证在金融、教育、医疗、社
保、税务等多种场景下的应用，可以
为市民带来更多便利。当然，为确
保安全，可以使用数字签名、安全算
法等技术手段为个人信息层层加
密，防止数据被泄露转卖。

（洪萍 文 / 罗琪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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