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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介绍，志愿者招募
工作每年进行一次，即便
是志愿者毕业“退役”后，
也能保障新生力量补给到
志愿队伍中。这样一来，
既切实解决了市场监管部
门群众食品安全知识科普
工作人力不足的问题，使

得宣讲服务对象由点拓展
到面，从而更好、更充分地
满足了居民食品安全知识
方面的需求，同时，也给学
生志愿者们提供了学以致
用、服务社会的社会实践
机会。

目前，该项目已累计

招募志愿者400名，其中，
“现役”志愿者 80 多名。
最新统计显示，“食品安
全进社区”项目已走进全
市 400 个社区、58 所小
学，累计服务群众达 1万
余人。

（晚报记者 刘娟）

日前，无锡市档案局组织召开“全市从事档案工
作30年人员座谈会”。支秀华、钮苏萍、姚伟、周萍、陈
静华等10名从事档案工作30年以上的档案工作者喜
获国家档案局、中央档案馆颁发的荣誉证书。他们很
多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接触到了档案管理工作，亲
历了我国档案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文雅是无锡市公安局滨湖分局蠡园开发区派
出所一级警长。她1987年毕业后一踏上工作岗位就
跟档案结了缘。“那会儿在荣巷派出所，很多档案就
堆在阁楼上，全是老鼠。”对于张文雅来说，每次进档
案仓库都需要勇气。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时期，掀起
了一波出国热潮，到派出所开各种证明的居民很
多。但那个年代的档案管理意识还比较弱，条件也
很简陋，查档需要工作人员一遍遍地手工翻阅，再加
上过去的档案登记并不规范，书写用繁体，查阅过程
中难免有遗漏，查档成了难事。张文雅说，那时查档
完全“靠运气”，一旦帮居民查到了，对方常常激动得
掉眼泪。

梁溪区档案局副局长支秀华跟张文雅的经历有
些相似。她也是1987年学校毕业后怀揣着一张报到
证就到了档案室。档案室很简陋，支秀华的第一项工
作就是清理会计档案，要从一麻袋一麻袋的纸头中，
整理出所需档案进行上架。档案工作繁琐而细致，需
要绝对的耐心。在支秀华看来，他们的工作虽然外人
看不到，但却很有意义和价值，既为地方留存了历史，
更服务于现实，对未来也是个告慰。“比如我们馆藏有
惠山古镇的一些原始书画，很珍贵，也很有用。”支秀
华说。这些年，支秀华印象最深的是，以前的档案主
要为机关服务，而今，近九成档案为百姓服务。

从纯手工到全数字化管理、云查询，再到创建全
国5A级数字档案室，市公安局办公室档案科的陈静
华亲见了档案工作翻天覆地的变化。陈静华透露，
目前，市公安局保管有54万卷的档案，实行数字化管
理后，得以更好地服务民生。算到今年，无锡市档案
史志馆副研究馆员钮苏萍在城建档案馆已经工作了
31年，她对于档案从手工账本到数字化的历程颇有
感触。随着无锡的档案数据库日益充实，档案的开
放利用率也越来越高。钮苏萍介绍，这两年，老旧小
区加装电梯兴起，到馆查询小区竣工图纸的人很
多。有了信息数据，查档很方便。今年，该馆的数字
化档案也为无锡桥面侧翻事故调查带来了“及时
雨”。

据悉，无锡已与长三角地区城市档案机构建立起
合作，在无锡市档案史志馆及两市五区档案馆即可申
请异地查档。同时，无锡市民生档案查询平台已试运
行，该平台有100多万条目录，覆盖两市（县）五区和经
开区八个板块的婚姻档案。市民在全市任何综合档
案馆（含江阴、宜兴）都可凭身份证查询本人婚姻档
案，并出具证明。此外，目前，市档案史志馆保存着由
市民政局移交的部分1999年之前的退伍军人花名册、
安置登记表，市民只需要带好个人身份证件便可查
档。 （张月）

12月11日，工人在将绿化废弃物用抓车送入大型树枝破碎机。
连日来，在无锡经开区一处园林绿化废弃物堆放场地处理点，工人利用大型树枝

破碎机将树枝、落叶、芦苇等绿化废弃物进行粉碎。据悉，秋冬以来，这家处理点被粉
碎成的废木碎末每天大约在四五十吨左右，直接运往到我省淮安、盐城等地的生物质
发电厂，通过废弃物直燃提供清洁能源（电），既解决绿化废弃物处理难问题，又节约了
不可再生能源（煤炭）。 （还月亮 摄）

保健品有哪些功效，如何查询、辨别，哪些保健品广告不能信……12月10日下午，在新
吴区江溪街道叙康里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关于保健品的科普讲座正在进行。该讲座是江南
大学联合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食品安全进社区”志愿服务项目的第400个社区讲
座。据了解，该项目宣讲志愿者均是硕士生和博士生，目前已累计服务群众1万余人。

硕士、博士宣讲“食品安全”
“学霸科普团”进社区，累计服务群众1万余人

12月10日下午，叙康
里社区服务中心会议室，
一场关于保健品的科普讲
座正在进行，60多名社区
老年人前来聆听。

此次讲座的宣讲人是
江南大学食品学院的硕士
生。活动中，她们通过生
动的语言，加上图片展播
等形式，深入浅出地向老
年人普及什么是保健品、
如何查询与辨别、哪些保

健品宣传不能信等，同时，
现场解答居民的相关问
题，并提醒他们如何避免

“保健品陷阱”。
叙康里社区党总支副

书记吴琳琦告诉记者，该
社区目前常住居民中，老
年人占比为35%左右，经
常会有推销人员打着科普
宣传的幌子，向社区的老
人推销保健品，导致部分
老年人花了冤枉钱。尽管

社区也会不定期向老年人
宣传相关科普知识，但是
与专业人员相比，知识、
能力有限，为此，他们通
过江溪街道食安办邀请到
了“食品安全进社区”志
愿服务项目志愿者前来给
老年人进行科普讲座，志
愿者轻松活泼的宣讲方
式、接地气又实用的科普
内容，受到居民的喜爱与
欢迎。

据了解，叙康里社区
的这次讲座，是“食品安全
进社区”志愿服务项目团
队第400次走进社区进行
食品安全科普宣讲。

据介绍，该志愿服务
项目是从江南大学食品学
院2012年的学生志愿服务
活动发展而来。最初的宣
讲服务，都是志愿者自行
联系、对接社区并准备宣
讲内容，但因资源有限，主
要服务对象都是他们较为
熟悉的社区，服务范围比
较散，呈点状分布。与此

同时，市场监管部门却面
临相反的尴尬——社区对
食品安全科普宣传的需求
较大，市场监管部门在群
众食品安全知识科普工作
存在着人力不足的问题。

为此，2016年，原无锡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现并入无锡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与江南大学食品
学院积极探索政学共建形
式，联合开展“食品安全进
社区”志愿服务项目。

合作过程中，江南大
学食品学院与市市场监管

局面向该学院在读硕士
生、博士生进行招募、选
拔，组建一支具有专业食
品安全知识、过硬现场讲
解能力的志愿者队伍。项
目开展期间，市场监管局
负责制定宣讲计划，对宣
讲内容进行把关，并联系
社区；志愿者负责对接社
区，走进社区开展食品安
全宣传活动，并及时将活
动情况与收集到的问题、
建议反馈给学院研究生
会，由研究生会按季度报
给市场监管局。

绿化废弃物“变废为宝”

“学霸”走进社区，科普食品安全

优势互补开展科普，满足群众需求

400多名志愿者加盟，服务群众1万余人

无锡10人
喜获档案工作30年荣誉证书，
他们感触深：

“以前查档靠运气，
现在查档有数据”

过去查档基本“靠运气”

档案开放利用率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