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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潘宇琴
本报通讯员 刘伟 周长江

“发现有违规人员进入后厨，请及
时处理……”近日，在镇江心湖高级中
学（以下简称“心湖高中”）食堂，记者佩
戴好口罩和帽子后，经允许可以参观、
采访学校的“智能阳光食堂”，刚进入后
厨区域，便被智能探头识别为未经扫脸
注册人员，因此整个后厨不断响起警报
提示声。

“有时候会有人误闯，也有学生进
来补办校园卡，都会有这样的提示音。”
食堂食品安全管理员徐建文介绍，遇到
类似情况，他在手机端会接收到推送提
示，然后第一时间赶往现场处理。

数字时代的到来，大数据、物联
网、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走进了校园
食堂。今年 9月心湖高中食堂正式上
线“智慧食品安全管理数字驾驶舱”，
这是全市首家安装了“智慧大脑”的校
园食堂。

“这个智能探头可厉害了，烧菜时
没有佩戴好口罩或者玩手机，随时都会
被抓拍，并且公布在智慧平台上，刚开
始我们有些人是不习惯的。”学校食堂
烹饪区厨师长陈兴义说。在食堂烹饪
区，原有的监控全部接入上了网关设
备，并与智慧平台连接，系统利用大数
据加人工智能分析技术，设置了未戴工
帽、未戴口罩、违规抽烟、垃圾桶长时间
未盖等8种不规范行为的AI抓拍，抓拍
后公布在“数字驾驶舱”电子屏幕上。

“一个月下来，变化很大，大家的不良习
惯发生率大大下降了，对于管理来说也
更轻松了。”

在学校后厨进门处，数字驾驶舱屏
幕上一站式汇集了整个食堂里阳光厨
房、物联感测、预警通知以及智能台账
等 9 大关键板块信息（见图 潘宇琴
摄）。除了“阳光厨房”板块的AI抓拍，

在“风险提示”板块，屏幕上正显示两名
工作人员的健康证分别还有28和21天
过期，提醒应及时办理；在“预警通知”
板块，提醒工作人员需要定期除四害、
烟道清洗，其中储存米面油的主食库门
口设置了挡鼠板，挡鼠板离开 10分钟，
智能系统便会识别并发出预警提示；在

“智能台账”板块，餐具消毒从早上 5时
半开始，一天三次，若工作人员因疏忽
遗漏都将被智能系统自动记录……

此外，后厨冰箱温度是否达标、紫
外线灯是否达到消毒要求的时间、智能
留样区是否一对一精准管理等，这些问
题都在所有后厨设备安装物联装置后
迎刃而解，智慧系统 24小时在线，确保
了校园“食”刻安全。“我不需要像以前
那样一直巡查，浪费时间，现在通过数
字驾驶舱屏幕，后厨情况一览无余，并
且可以迅速处理。”徐建文表示，现在工

作比以前轻松多了，可以把更多精力放
在精准管理和食品安全提升方面。

“这套‘智能阳光厨房’系统与杭州
亚运会亚运村食品安全保障是同一个
系统，都是我们公司为集中用餐单位食
品安全设计开发的智能平台，今年 8月
15日在心湖高中先试点，9月起正式上
线。”杭州祐全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江苏
公司副总经理胡强介绍，智慧系统精准
定位并解决食品安全管理中的痛点和
堵点，以机器换人的方式，提供“人、物、
场”全场景精密智能控制，其“智能”体
现在多种技术的引入所形成的联动体
系，包括人脸识别技术、AI抓拍技术以
及物联感应装置。这三项技术把原来
的“阳光厨房”从单一的后厨影像展示
升级成为可监控、可识别，可感测、可抓
拍、可预警、可闭环的智能化监管系统，
实现了“智能阳光食堂”线上、线下同步

管理，有力提升了学校食堂食品安全风
险管控能力。

今年 5月，新区市场监管局在杭州
学习考察中，现场观摩了当地企业的
智慧模拟驾驶舱，并实地考察了智慧
数字驾驶舱在杭州的具体应用，然后
将这一智慧系统引进新区。“这是可复
制、可推广的智慧管理模式，‘一老一
小’的食品安全是我们特别关注的，所
以当时我们第一反应就是可以在学校
率先应用。使用智慧监管技术后，食
品安全效率的提升可以说是看得见、
更放心。”新区市场监管局局长赵建平
介绍，心湖高中食堂建成数字驾驶舱
后，新区校园开启了智慧监管模式，在
此基础上新区市场监管局将积极推动
新区多所学校运用智能信息化手段，
织牢集中用餐食品安全防线，全力守
护校园“舌尖安全”。

全市首家！校园食堂装上“智慧大脑”
人脸识别、AI抓拍、物联感应装置守护师生“舌尖安全”

本报记者 佘记其
本报通讯员 陈哲

丈夫视力障碍没有工作、婆婆患病
长年卧床不起、公公智力衰退常常记不
得人和事……面对艰难困苦的家庭，37
年来，她用心经营一家小旅馆，用情照
顾一家老小，用行动诠释了“家”的含
义，赢得了周边村民的点赞。她，就是
前不久被评为“镇江好人”、丹阳市丹北
镇长春村的村民聂芝兰。

1962年出生的聂芝兰，与她丈夫高
雅平结婚 37年。高雅平因有视力障碍
一直没有工作，平时生活行动也不方

便。为维持家中生计，又能兼顾照顾丈
夫，聂芝兰在家中开办了一个小旅馆。
她平时每天除了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
起居，换洗衣物，准备一日三餐，还要打
扫客房、更换床单被套等，各种杂事琐
事充斥着她的日常生活。尽管如此，她
不仅不抱怨，还始终以饱满的热情把一
切“杂事”做好。

久病床前见真情。因为有爱，自从
与丈夫高雅平结婚以来，聂芝兰以“不
抛弃、不放弃、不离弃”的信念托起了整
个家。平时拉家常时，聂芝兰总是说：

“虽然自己苦点累点，但一家人和和睦
睦的，比啥都强。”

“福无双至，祸却不单行。”后来，聂
芝兰的婆婆患有肌肉萎缩症，难以行
动，时间一长，她婆婆的病情严重到卧
床不起。从此，聂芝兰又挑起了照顾婆
婆的重担。

每天，聂芝兰数次帮婆婆换尿不湿、
擦洗身体，还需进行全身按摩，以避免婆
婆长期卧床生褥疮。就这样，婆婆被照
顾得很好，即使躺在床上，气色也不错。
时间一长，聂芝兰日渐消瘦，由于长期洗
床单被褥，她的双手长年红肿。

在聂芝兰的精心照料下，婆婆幸福
地度过了生命最后的时光，于2021年离
世了。原以为，聂芝兰能喘口气，然而，
命运似乎不愿放过这个家庭，聂芝兰发
现公公高和顺的智力有了慢慢衰退的
迹象，并逐渐开始记不得人和事，经常
走出家门后忘记回家，每次都是她找到
公公并及时带回家。

聂芝兰不懂得大道理，但她认准了
“千经万典、孝悌为先”。“照顾老人也是我
们子女应该做的，这么多年，说容易也不
容易，但我们这个家庭也得到过很多人的
帮助，我也非常感谢这些好心人，也希望
我以后的生活越来越好。”聂芝兰说。

每天忙于照顾家人的聂芝兰，在生
活中也始终保持着热心与善良，与邻居
和睦相处。她不仅热心接待每一位住
店的旅客，还关心邻里与陌生人，积极
支持和配合长春村村委会工作，在开展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期间，她主动清理老
宅前后堆放的物品，尽己所能地为村集
体贡献力量。

聂芝兰几十年如一日，无怨无悔地
用自己柔弱的肩膀挑起家庭生活的重
担，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传承着中华民族
的传统美德，感染着身边的人，她的善
良、孝顺，让街坊邻居纷纷竖起大拇指。

37年如一日，坚守撑起一个家
——记“镇江好人”聂芝兰

本报讯（记者 张琼霞 通讯员 蔡
浩）为认真贯彻落实《镇江市中小型工
业企业安全生产现场管理整治提升工
作方案》的有关要求，扎实做好“厂中
厂”企业安全生产现场管理水平提升
工作，督促各方落实安全生产责任，近
日，镇江新区生态应急局组织召开“厂
中厂”安全生产现场管理提升工作推
进会，新区安全监管人员、属地板块相
关人员和企业负责人等 100余人参加
会议。

会议邀请了相关安全专家对此次
“厂中厂”专项整治开展的背景、依据和
办法进行了全面解读，既分析了当前新
区“厂中厂”企业发展的现状，也从监管
部门的角度对“厂中厂”企业监管形势、
法规依据和下一步活动如何开展进行
了全面、深入的讲解，在解读中还穿插
了兄弟省市“厂中厂”管理方面的典型
案例，内容详实、形象生动、影响深远，
为全区深入贯彻落实“厂中厂”安全生
产现场管理提升工作指明了方向。

新区举办“厂中厂”安全提升工作推进会

本报讯（辛木 仲豪杰 王礼 柳加
加）为努力把外事联系点建设成为我市
开展国际合作上下联动的重要载体和前
沿阵地，近日，新区开展外事嘉年华活动
（见图 李长兴 摄），以“推动国际合作重
要载体，建设外事交流联动阵地”为主
题，通过建立沟通交流机制，以联络点为
桥梁，让“外来人士”更好地了解新区，共
谱新时代、新友情、新家园美好篇章，实
现产业共享、企业共助、文化共融。

为了使外籍人士对镇江新区经济
社会发展和外事工作有更直观的印象，
当天下午，与会外籍人士共同参观了新
区外事工作联系点，详细了解新区优势
产业、历史文化、外事服务工作等情况，
为今后进一步深化与各国交流合作打
下良好基础。

活动现场，镇江新区党工委副书记
陈鹏飞对外籍友人一直以来对新区发
展、新区建设的关心表示感谢，希望各
位外籍友人继续发挥在专业技术、创新

能力、国际视野等方面优势，化身“友好
大使”，当好桥梁纽带，引荐更多优秀外
籍人才来新区交流合作、投资兴业，为
镇江高水平开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近年来，新区全面落实省、市外办和
镇江新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部署，坚持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不断推进外事工作
发展，始终坚持外事服务为民的理念，不
断优化外事服务效能，切实为企业群众
提供便捷高效服务，助力企业“请进来”，
助推企业群众“走出去”，更好地为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优质的服务。

下一步，新区将进一步做好各项外
事活动，积极邀请外籍人士参与城市管
理，为城市建设献言献策，在助力外籍人
士发挥主动性的同时，增强他们的认同
感和归属感，做深做实外籍人士“家在新
区”建设。同时，加大对外交流合作，推
进国际化建设，聚焦优势产业，加强海外
推介和海外招商，推动更多优质项目落
户新区，助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

新区成功举办外事嘉年华

本报讯（李家静 继业）在少先队建
队日前夕，市红旗小学近日开展了以

“少先队知识我知道”为主题的少先队
班队课，学习了队前教育知识，帮助二
年级预备队员了解并掌握少先队知识，
加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和责任感，营造
良好的少先队文化氛围。

中国少年先锋队是一个光荣的组
织，是一个温暖的大家庭。红旗小学的
这次队前教育活动，融入了少先队知识，

规范了少先队礼仪，渗透了爱国主义情
怀，帮助同学们明确了入队的深刻意义，
激发起他们对少先队组织的热爱，感受
到成为一名少先队员的光荣和组织归属
感。活动中，同学们都非常认真，决心达
到“六知、六会、一做”的基本标准。

红色基因，代代相传。参加活动的
同学们纷纷表示，一定会认真学习少先
队知识，争取早日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

童心追梦 入队争先

红旗小学开展队前教育活动

本报讯（王柱 栾继业）近期，京口实
验小学开展了爱眼护眼“一查 ”“一操”

“一讲”“一课”“一册”等“五个一”系列活
动；红旗小学为同学们开展了“预防儿童
青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和“保护视
力，预防近视”为主题的儿童视力保护健
康讲座；京口区各幼儿园也分别围绕“爱
眼护眼，享受光明”“共同呵护好孩子的
眼睛，给他们一个光明的未来”等主题开
展了系列爱眼护眼活动……

近年来，京口区教育系统主动出
击、多方协调、多措并举，积极落实全市
近视监测与干预等防控工作。特别是
在近三年的视力普查中，京口区学生的
近视患病率总体呈现明显下降趋势，学
生的低下视力率和新发病率得到了有
效的控制和专业的诊断。为加强电子
产品管控，引导学生健康绿色上网，区
教育部门还制定了《京口区中小学学生
使用电子产品的管理规定》，对学生使
用电子产品和上网的时间、地点、浏览
内容、网名、发布信息内容作出严格规
定，教育学生文明、健康使用电子产品
和上网。

为做好近视防控工作，京口区教育
局还协同京口区卫健委对各学校学生
进行日常观察、问卷调查，并开展走访
家长、咨询专家等活动，针对导致青少

年近视的主要原因，认真落实做好各项
近视防控举措，实现了相关工作的制度
化、保障化、网络化和常态化，起到了行
之有效的防控作用。

京口区各学校还定期开展视力检
测，建立视力健康档案，并主动加强与
区疾控、卫生监督所协调合作，根据上
级规定的中小学教室采光与照明、课桌
椅配置、黑板及教室布局等教学条件要
求，对现有学校卫生设施设备逐一对照
检查，对存在的问题及时加以解决。对
于一时难以解决的，列出具体的解决方
案和时间表，逐年加大资金投入，逐步
保证学校的教学条件和设施配备符合
相关卫生标准。保证了每个教室内，光
线充足；在有条件的学校教室安装暗色
遮光的窗帘，以防黑板反光。同时，每
学年年初调试桌椅高度，各班按学生身
高坐高标准选择相应型号的课桌椅，以
坐着舒服为准。此外，学校规定至少每
两周调换一次座位，方式为列轮换，以
免两边的学生总是处在斜眼视位置。

京口区教育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近视防控工作取得成效的基础上，他们
将继续策划更多有针对性的活动，同时
邀请更多专家参与，提供更全面的防控
建议，为全区儿童青少年的眼睛健康作
出更大贡献。

打开心灵之窗 开创美好“视”界

京口教育近视防控工作行之有效

镇 江 好 人 故 事 汇
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建设更高水平文明城市

10 月 9 日，市中山路幼儿
园开展“童眼里的秋之美”活
动，孩子们通过在树叶上绘画、
制作树叶挂件、拓印树叶纹路
等方式，发现身边的秋趣，感受
秋之美。
王呈 杨洋 魏培宇 摄影报道

童眼里的秋之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