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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求稳求赢的“低波动固收+”
策略产品成为不少投资者闲钱理财的选
择。据悉，摩根基金旗下摩根恒鑫债券型基
金（A类：022842、C类：022843）于今日正式发
行，该基金在主投固定收益资产的同时辅以
权益资产，力争在严控风险的前提下追求长

期稳健回报，投资者可通过招商银行等各大
机构及摩根资产管理官方直销平台等渠道
认购。摩根恒鑫债券基金将在努力控制较
低波动的前提下追求稳定收益，打造闲钱理
财的“鑫”选择。

闲钱理财“鑫”选择 摩根恒鑫债券型基金今日正式发行

广告 投资需谨慎

如何前瞻布局科技领域的投资机会，
是基金公司持续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在
市场上以主动权益投资见长的景顺长城基
金，科技领域一向是其长期布局的重点，近
年来更是加强了在科技领域的投研能力建

设，包括人员配置方面，将公司内部对科技
有见解、有兴趣、有资源禀赋的一批基金经
理和研究员组建成“科技军团”。Wind数据
显示，截至2025年2月7日，11只重仓科技
相关板块的主动基金近一年回报。

深耕科技领域投资，景顺长城科技军团成员管理基金业绩突出

青年报记者 郭颖

本报讯 这个双休日的中午，虽然天
气依旧寒冷，却依然阻挡不了食客们热情
的脚步。“吱呀”一声，福州路上老半斋厚
重的玻璃大门被推开，阿姨辈的“前台”恭
候在大堂，仿佛见证着这家百年老字号的
历史。

收银台前已经排起了长队，大家正在
点单，同样有些年纪的店员正在接待食
客。虽然这几天申城天气还有些冷，但春
天的脚步已渐行渐近，被称为“春天第一
鲜”的刀鱼已经悄然上市。

“刀鱼汁面2两的36元、3两的39元，
刀鱼小馄饨20元，大馄饨48元。”收银员
向看不清价目表的食客报着价，刀鱼汁面
和刀鱼馄饨价格5年没变过，老食客下单
的时候，不忘配上一块肴肉。

每年2月到5月吃刀鱼面已经成为申
城不少食客的“保留节目”。店堂里的桌
子摆放得满满当当，不光是圆台面坐满，
就连走廊上“见缝插针”的方桌，也已全
满，食客以中老年“老饕”为主，也有不少
年轻家长带着孩子来品尝刀鱼面。因为
食客众多，等位的过程中有人甚至还占起
了位子。

“让一让，让一让”，服务员阿姨们的
托盘里放着一碗碗刀鱼面、刀鱼馄饨，麻
利地穿梭在店堂的各个角落。

吴小姐和朋友一人点了一碗刀鱼汁
面和一条清蒸刀鱼，面还没有上，刀鱼先
来了，细长的一条，她们小心翼翼地动起
了筷子，像是怕错过每一口美味。整条清
蒸刀鱼的价格每天是按照市场价浮动的，
一般在120元左右，当天是120元一条，
二两一条的要380元，小小一条刀鱼，十

分金贵。
芦女士是带着两个儿子来吃刀鱼面

的，吃刀鱼面是一时兴起，上午正好看到
朋友圈有人在晒刀鱼面，顿时被馋到了，
于是立马决定带着两个儿子中午就来尝
鲜。“我们点了刀鱼面和刀鱼馄饨，还有一
些菜，加起来200多元，性价比还是很高
的。”一旁的小朋友则认为刀鱼馄饨最好
吃，可以吃到刀鱼肉。

走进后厨，负责人忻伟民向青年报记
者介绍起了他们熬汤的“独家秘方”：“我
们的汤底是用猪骨、蹄膀、鸡爪、猪爪等十
多种食材熬煮出来的，其中还加入了我们

‘独家’的刀鱼肉松。”只见小小一盘刀鱼
肉松，需要七八斤刀鱼才能炒制出来。

据介绍，刀鱼平时生活在近海，每年3
月前后，刀鱼开始由海入江，溯江而上到
长江产卵，这时候的刀鱼骨刺柔软，鱼肉
最为肥美鲜嫩。

新身份：多功能“社区活动大厅”
日前，位于腾越路的熊猫饭堂午市尚

未开张，里头却人头攒动。“今朝是元宵
节，听说这里搞元宵活动，猜对灯谜可以
吃一碗汤团。”66岁的居民赵剑敏高兴地
说，“很有节日氛围的。”

原来，当天上午，定海路街道与熊猫
饭堂合办了一场闹元宵活动，地点就在熊
猫饭堂门前的室内大厅。写“福”字、书画
展示、猜灯谜，一个个民俗摊位吸引了不
少人前来，凡是猜对灯谜的居民都可带上
灯笼，到食堂领取一碗热腾腾的汤团。

“这家食堂就在我们小区附近，走过
来就几分钟。”69岁的夏巧云是和姐妹们
一起来的，看了字画、猜了灯谜、吃了汤
团，几人在食堂门口合影留念，“我们经常
来吃饭，对这里很熟悉。现在社区食堂不
一样了，活动多、福利好，变成我们姐妹几
个的聚集地了。”

而在另一家社区食堂——位于打虎山
路的杨浦区睦邻社区食堂，中医诊疗、口腔
义诊、血糖血压测量等公益便民服务已成
为一张特色“名片”。每个月，用餐区里都
会支起两个公益看诊台，邀请来自合作医
院的专家坐镇义诊，为居民把脉、测量血压
血糖、口腔检查等，同步开具健康处方。

“我们老年人最关心的就是健康，能经
常有专业医生帮忙把个脉、看看诊、提提建
议，让我们感到很踏实。”居民金鸣猷是义
诊参与者之一，自家就有测量血压的设备，
但她还是爱到食堂里参加义诊，“这里是个
食堂，一看完诊，就能按照医生的食补建议
在边上吃饭，非常方便。”

“社区活动大厅”是杨浦区一批社区
食堂的“新身份”。很多居民的口头禅从

“到居委会碰头”改为了“没事上食堂去热
闹一下”。吃饭、看义诊、赏文艺演出、逛
节庆市集，这里能做能玩的越来越多，饭
菜香味与欢声笑语交汇在空气中，让大家
总爱往这里聚集。

新功能：“一站式”解决日常生活所需
社区本就有老年活动室，杨浦各街道

近年来也各自新开了至少一家“家门口养

老服务站”，为何还要赋予社区食堂吃饭
以外的新功能？而社区食堂，又何以在短
时间内华丽转身，扛起社区居民社交“大
本营”的交椅？

数量多、位置佳、人头熟，是不可忽视
的关键。大多数社区食堂开办前就经过
选址调查，落地在闹市中心，四周都是居
民区，人流量大、客群面广、关注度高。附
近居民一出小区门，走路15分钟以内就
能抵达，可谓八方汇聚的“小型枢纽”。

街区资源的叠加赋能是另一亮点。
在新江湾城街道的清流环二路上，有一家
社区食堂去年年底营业，内嵌在社区为老
服务综合体内，一楼供餐兼具咖啡店功
能，楼上是综合活动区、运动健身房、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隔壁就是养老院，“一站
式”解决居民，尤其是老年居民的日常生
活所需。

一楼食堂旁的“为邻咖啡”摆着一块
活动告示牌，列举了每个月的美好生活社
区公益活动，包含咖啡渣美肤皂制作、春
季家庭中医养生知识科普、亲子互动沙龙
等诸多类型。

茶余饭后，不少居民会在社区食堂里
坐坐。有孩子们“组团”来做功课，有中年
人点一杯咖啡，对着电脑不停打字，附近的
园区白领、一线劳动者也时常停留小憩。

社区食堂提质扩能的背后，是杨浦区
加快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融
合推进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
合的“幸福养老”服务体系的坚定决心。

回顾2024年，杨浦区新增社区助餐
服务场所10家，新增社区食堂完成率全
市第一，日均供餐量达1.72万客，一张以
中央厨房为枢纽、社区食堂为核心、老年
助餐点为延伸的助餐服务网络已经成型。

2025年，杨浦区将目光放在纵深建设
“暖‘杨’惠老”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体系，以
惠体系、惠阵地、惠融合、惠能力，综合提
升养老服务能级，顺应老年人对“幸福养
老”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央厨房+中心
食堂+助餐点”多元点位布局的基础上，打
造融合服务场景，将社区食堂与健康支
撑、文化娱乐、便民服务等生活场景充分
融合，方便老年人享受“一站式”服务。

有事没事去“会客厅”热闹一下
听讲座、做作业、聊工作……杨浦社区食堂变身居民社交“大本营”

上海市民心心念念的这一口上市了
记者实探“春日第一鲜”——老半斋刀鱼美食

店内座无虚席。 青年报记者 吴恺 摄

“社区食堂就是个大饭堂”——这个传统概念，似乎正在
被打破。清晨起早，几个老年人结伴赶到小区边上的社区食
堂，听一堂中医诊疗讲座；午饭吃饱，放寒假的孩子坐在社区
食堂里摊开习题册，和小伙伴一起“攻克”作业；夜色浓时，青
年们步入社区食堂，喝一杯咖啡，聊一聊工作……

供餐，已经不是社区食堂的唯一功能。在杨浦，越来越多
的社区食堂跳出“框架”、打破常规，开启了一场全新“自我革
命”：利用分布广、数量多、资源强的先天优势，充分协调资源
要素，实现“食堂+文化”“食堂+医疗”“食堂+健康”等场域融
合式发展。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通讯员 汤顺佳

孩子正在社区食堂做寒假作业。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