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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卫生建设成为
社区重要工作之一。与此同
时，上海市政府正在推广“城
市社区建设之上海模式”。
同济大学“无野毒菜市场”社
会创新项目应运而生，希望
能够用设计之力激活社区自
治，并通过社区创新设计项
目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
民城市为人民”的理念。

同学们成立了“野味中结
暑期实践团队”。实践团队队
名以“中结”代替“终结”，其实
是取意于“中国”“中老年人”

“中医”的概念，充分结合“中
国”国情，面向“中老年”的社
区特色，运用正统的“中医”思
想是他们的目标。

早在今年上半年，该小
组曾在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莫娇老师的带领下，走进
四平街道鞍山支路美城农贸

市场，开展“无野毒菜市场”
社会创新课题，将合法正确
健康的饮食观、消费观传播
给更多利益相关方，共同禁
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与消
费，共同建设安全、卫生、可
持续的环境。

团队成员胡可儿同学发
现，在菜场之外，由于公众普
遍都有“食补”概念，因此，野
味这个饮食陋习其实也一直
在一些人饮食观念上延续存
在。此次疫情也给出了一次
再教育的契机。

因此，项目围绕菜市场卫
生和打击野味消费的话题，希
望通过街道、居民多方协同举
办，树立抵制野味入社区的理
念，培养居民卫生消费和健康
饮食的意识，让居民自觉成为
社区卫生的守护者，帮助建设
社区卫生文明风貌。

同济学子暑期走进社区打造“无野毒菜市场”

用年轻的设计激活社区创新自治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带给众人一个理念：建设卫生健康的社区环境至关重

要。同时，“野味”和“菜市场”的管控与安全问题，成为关注焦点。着眼于这一特殊
的防疫抗疫视角，今年暑假期间，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工业设计方向的胡可儿、田沁锋、钱奕霖、王歆懿四位大三学生，将他们在课
堂上的社会创新课题——“无野毒菜市场”带进了更多社区。 青年报实习生 王欣雨 记者 刘昕璐

培养居民健康饮食意识初衷

实践团队通过走访菜市
场，与居委会、街道的工作人
员进行深入交流和调研。“中
老年人注重养生，很有可能
是潜在的野味消费者。”

如何让他们更有兴趣地接
受这部分的新知识成为了项目
进行中最大的难题。“既然他们
比较信任中医，那我们就‘以医
攻毒’。”同学们出谋划策起来。

“此典以教君辨识野味，
野味之害何，所在绝野味，卫
君与家人之性命安全。”结合
中医权威典籍和传统理论，
编写设计而成的《鉴毒宝
典》，一下子就抓住了众人的
视野。通过在社区菜市场内
进行发放和推广，小组成员
们开启了建立“无野毒”菜市
场的第一步。

从源头上预防野味消费行动

与此同时，丰富多彩的社
区活动也逐一开启。非经营
高峰期时段，小组成员们走进
了四平街道美城连锁农贸市
场，向摊主们介绍“无野味菜
市场”的背景，普及和交流食
用野生动物在安全、卫生，法
律以及环境保护等各方面的
危害，摊主们表现出浓厚兴趣
的同时，在学习后还认真签订
了摊主协定，佩戴上“无野”和

“无毒”责任徽章。
佩戴徽章，不但具有仪

式感与参与感，实则鼓励摊
主们从自身做起，不贩卖野
味，成为“无野毒菜市场”的
直接践行者，传播者，进一步
向菜场的顾客传播无野毒理
念，惠及更多社区居民。

“驱野毒迎鸿福”互动游
戏更是一个小高潮。成员们
专门设置的野味答题板中包
含着一系列与野味有关的卫

生安全、法律知识问答，答对
就将有机会抽取印有“小吉”

“中吉”和“大吉”字样的福
卡，并获得对应等级的奖
品。“迎福气”的说法吸引往
来居民们纷纷参与，都愿意

“讨个好彩头”，围裙、买菜
袋、碗垫等贴心实用的家居
礼品更是收获了交口称赞。

“大家的参与热情高涨，
我们几个都有点忙不过来，
礼物也快不够用了！”胡可儿
的脸上洋溢着喜悦。

就在8月27日，为了巩固
普及成果，团队再次来到杨浦
区控江四村，结合居民文化圈
文艺活动，推出“文艺+科普”
活动。团队成员紧抓潮流，共
同将最近很受欢迎的《无价之
姐》改编为《无野毒之歌》进行
表演，以生动有趣的形式再次
扩大了内容传播的深度以及
广度，广受好评。

签摊主协定戴责任徽章互动

在菜场里，设创学子的专
业也有了极大的用武之地。
他们设计了一系列以“无野味
菜市场”为主题的平面宣传物
料，结合设计作品，对四平街
道美城菜市场鞍山支路店、控
江街道阳普菜市场两处市场
进行实地改造。

为菜市场设计制作的主
海报、副海报等不同宣传物料
根据信息层级与信息量的划
分被张贴在不同的功能区，在
菜市场中构建出一个系统、完
整且美观的科普环境；各家摊
位上签署了摊主名字的承诺
无野味吊旗高高悬挂；摊主们
胸口佩戴的无野味勋章都引
得众多摊主和居民纷纷驻足，
展开认真阅读并与摊主之间
的热烈交流。

队员们纷纷将诸如此类
的设计思维、设计知识与设计
能力运用到活动中去，小到福
卡箱、摊位的帘布，大到张贴
在菜市场中的宣传海报，礼品

中的无野毒标语、符号等都是
由他们亲手专程为活动设计。

在同学们看来，学生的设
计经常只停留在纸面、电脑、
模型中，但这次的项目却是真
实落地的，带来的是真实的影
响、客观的价值、积极的反
馈。所有的参与者都由衷感
到，当用自己专业知识为疫情
防范出力时，也对个人作为设
计师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成长，
是一件非常有成就感的事。

除此之外，团队成员还
直接与菜市场的负责人进行
沟通，提议在疫情期间加大
对菜市场环境的打扫和监管
力度，优化了菜场整体的卫
生环境；在控江社区的阳普
菜市场发起的与居民代表、
市场三方共扫菜市场的活动
更是增强了菜市场方和居民
的共同使命感，有助于市场
新容貌与改造成果在后续的
生活中也能够继续保持，自
觉维护。

用设计之力焕菜场新容貌视觉

此次试点，将不仅仅是在
四平社区开花结果。目前，

“无野毒菜市场”已经走进了
控江街道阳普菜市场，并在继
续筹办下一个复制点，小组成
员们也希望在汲取两次经验
的情况下，进一步扩大活动范
围，增添活动内容和项目，加
强与受众群体的互动性，为群
众们带来更好的“无野毒菜市
场3.0”版本。

项目指导老师朱盛秀指
出，本次暑期实践同学们在
服务社区中挥洒青春，真正
做到把专业所长、个人理想
与党和国家的事业相结合，
在杨浦的实践只是一个开
端，后续同学们会总结经验
继续完善项目，把好的社区
治理的模式推广到祖国各
地，为推动社区治理新格局
献出青春之力。

“校园+社区”联动新模式
复制

贴心实用的家居礼品收获了
居民交口称赞。

以“无野味菜市场”为主题的宣传海报。 本版均为受访者图

团队成员张贴海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