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海外新品进入中国实现“零时差”
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昨新开日本馆

如果通过一般贸易进行运输 ，

日本商品进入中国至少需要三个月，

其中涉及海关编码、 报关等一系列繁

琐手续。 而在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

海外新品进入中国却真正实现了 “零

时差”。

继今年新开哥伦比亚 、 厄瓜多

尔等展馆后 ， 昨天亮相的日本馆是

又一落地全球商品贸易港的国家

馆 ， 面积达 400 平方米 ， 展出小家

电 、 家居用品 、 餐厨用具 、 美妆个

护 、 母婴用品 、 工艺礼品 、 食品等

十余个品类 、 超过 500 种日本日用

消费品 。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溢出效应正

在持续发酵。

根据 “数据库 ”把脉中
国消费者心理

射频美颜仪、 便携式负离子空气

净化器……这几款来自日本的新品，

都是4月刚在日本发布的。借助贸易港

所具备的保税展示功能， 中国消费者

能够以最快速度接触到这些新品。

近期， 在上海外高桥保税区海关

的指导支持下，贸易港获批海关特殊监

管区外保税展示点，规划面积达3000平

方米。 作为主要保税展示区域，日本馆

此次共引进保税商品325种， 包括尼康

单反相机、虎牌电饭锅、博朗电动牙刷、

铁三角耳机等国内消费者耳熟能详的

知名品牌商品，刚刚在日本上市的雅萌

限定款美容仪也同步亮相。

在馆中，记者还看到了不少受到中国

消费者青睐的网红产品。这些产品的亮相

还要从今年年初的一项合作说起。 其时，

绿地集团与日本最大免税店连锁企业

Laox株式会社启动战略合作，双方共同设

立上海绿地乐购思贸易有限公司，开展日

本日用消费品进口及贸易港日本馆运营。

Laox在日本有45家门店，一年大约要接待

380万人次中国游客，因此，对中国消费者

在不同季节偏好的商品类型早就累积了

自己的“数据库”。 通过这一“数据库”，他

们能精准把脉中国消费者的心理，并将适

合中国市场的商品引进来。

今年将有近500个日本
新品在中国首发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调查显示， 2017

年日本对中国的跨境电子销售额增加

25.2%， 达到近1.3万亿日元， 其中化妆

品、 日用品、 食品居前三位。

面对旺盛的市场需求 ， 绿地集团

表示 ，将以保税展示 、展品体验等方

式 ，多手段推动更多日本优质日用消

费品进入中国国内市场 ，全力打造品

类更全 、服务更优的日用消费品保税

展示体验中心 ， 预计年内将推动近

500个日本新品在华首发 ，其中近 300

个商品有望实现在上海同步发售 。

绿地商贸集团总经理薛迎杰表示，

将借助进博会带来的制度创新和溢出效

应，多手段缩短海外商品进口业务链，加

速“展品”转化为“商品”，让上下游企业

更省心、有信心，让普通消费者切实感受

到进博会的红利， 更好满足市民对高品

质生活的需求。

■本报首席记者 黄启哲

上海车展上百辆境外整车入关
2019上海国际车展将于4月18日至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据上

海海关统计，本届车展截至目前已报关454批物资、114台境外参展整车，进口

车辆货值超过4109万美元。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多次应展会主办方申请，对部分

展品实施“门到门查验”，极大缩短了进境参展车辆的口岸通关时间，确保所有

进境参展车辆按时布展、参展。 本报记者 何易 通讯员 韩建勇摄影报道

■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王嘉旖 徐晶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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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代同行，沪剧舞台立起英雄群像
聚焦现实题材为英雄立传，成为近年沪剧创作的集中发力点

吴侬软语、婉转动听的沪剧，正因一

批讴歌各时代中华民族英雄的作品，而

有了大气开阔、守正开拓的新时代面貌。

盘点近五年，单是上海沪剧院就有五

部新创作品讴歌英雄。 从纪念甲午海战

120周年推出的《邓世昌》，到根据王愿坚

小说《党费》改编的《回望 》，再到八年磨

一剑讲述获得 “改革先锋 ”称号的敦煌

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敦煌女儿》。

眼下 ， 又有一部歌颂中共地下党员的

《一号机密》完成试首演，即将正式与观众

见面……正是与时代同步、 扎根人民、守

正创新的发展轨迹，让上海沪剧院昨天获

得“中国戏曲学会推荐优秀院团”荣誉，成

为中国首家获此殊荣的戏曲院团。

与时代同行，为英雄立传，也成为沪

上各家区级、 民营基层院团的集中发力

点：长宁沪剧团《小巷总理》《赵一曼》、文

慧沪剧团 《四月歌声》、 勤苑沪剧团《51

把钥匙》等，剧中主角或是载入史册的伟

岸英烈，或是扎根基层的平凡奉献者，都

以各自的魅力赢得了观众的喜爱。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 礼赞英

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与最动

人篇章。 沪剧人用创作擦亮上海红色文

化的名片， 也让紫竹调在与时代的同频

共振中，赢得当代观众的认可，不断拓宽

剧种的影响力。

为民族英雄立像 ，为
时代楷模发声

“我们沪剧人有一个优良传统，在国

家每一个重大历史时间节点上， 沪剧都

不会缺位。”在上海沪剧院院长茅善玉看

来， 近年坚持创作歌颂英雄的作品与其

说是突破创新， 不如说是继承发展老一

辈沪剧人的优良传统。

回溯历史，沪剧经典《星星之火》《王

孝和》《鸡毛飞上天》，无一不是对历史洪

流中，为争取人民权益、民族解放与社

会发展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英雄的礼

赞。 而《芦荡火种》《红灯记》两部作品

更是被京剧移植改编，传唱大江南北，

将红色基因厚植入这个成长于共产党

诞生地的地方剧种。

带着与时代同行的信念， 沪剧人

用更开阔视野审视历史， 扎根现实。

2014 年，上海沪剧院推出新编历史沪

剧《邓世昌》，展现一代中国海军在抗

击侵略者时威武不屈的爱国精神 。

2016 年沪剧《回望》则由一批 90 后沪

剧演员挑起大梁， 将红军长征路上可歌

可泣的故事用时空交叠的方式讲述出

来， 完成了当代青年对英雄先烈的一次

回望。在聚焦民族英雄与革命烈士之后，

茅善玉又挂念起八年前演过的那个瘦瘦

弱弱的敦煌学女学者樊锦诗。 不少人劝

她， 表现学者对文化的守望并非戏剧的

擅长。 可茅善玉却认定：“英雄不只在烽

火战乱之中为民族大义流血牺牲， 也是

在和平年代的平凡岗位兢兢业业奉献的

普通人。而生于上海、坚守大漠一生的樊

锦诗， 就是我们新时代值得抒写的楷模

和英雄。 ”

如今这部《敦煌女儿》不仅获得国家

舞台艺术十大精品工程， 还将作为第十

六届“文华大奖”参评剧目在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上亮相。成绩背后，是茅善玉先

后六次前往大漠体验生活的艰辛， 剧本

舞台大大小小的修改更是不计其数。 她

说：“创作演绎英雄人物的历程， 令我们

的理想、格局、精神也会受到英雄人物的

感召， 进而化为舞台上的艺术形象，影

响、感动更多的人。”过去两年间，几代敦

煌文化守望者的故事让沪剧院全体演职

员一次次向文艺高峰攀登。 这份咬定青

山不放松的执着，也得到了各级支持。该

剧入选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

同时也获得国家艺术基金的扶持。

擦亮上海舞台的红色
文化名片， 让英雄之歌在
百姓中传唱

文艺只有顺应人民意愿、 反映人民

关切，才能充满活力。 同样，舞台上的英

雄故事只有“接地气、留得下、传得开”，

才能引导人民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

观、国家观、文化观。

作为沪剧院的保留剧目 ，《芦荡火

种》推出已有一甲子岁月，至今上演仍一

票难求，就拿 2017 年在上海大剧院复排

上演来说， 上千座的剧场演出票提前一

个月售罄， 开卖加座仍不能满足观众的

热情。 该剧的成功离不开丁是娥等沪剧

前辈对现实的深切观照： 故事在江南水

乡的芦苇荡上演，于本土深挖红色基因。

而阿庆嫂为代表的地下党员英雄形象皆

有原型，举手投足皆来自生活，言谈间又

有老百姓的朴素智慧， 一下子拉近了与

普通人的距离。

这一次创排 《敦煌女儿》， 立意高

远的同时， 茅善玉没放弃对沪剧优美动

听的唱腔艺术的追求。 戏曲评论家孙豹

隐就注意到， 一万字出头的剧本里， 光

是茅善玉的唱就有 260 句， “唱得酣畅

淋漓， 也把观众撩拨得心潮涌动。” 去

年该剧试首演时， 不仅看哭了剧场的观

众， 其动听的唱段随后也在戏迷间流传

开来。 等到新一轮基层演出开始， 演员

们惊喜地发现， 台下不少观众竟能跟着

哼起来。

更让业界欣喜的， 是江南剧种冲破

方言障碍，成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常

客。去年带着《敦煌女儿》，上海沪剧院走

进樊锦诗母校北京大学演出， 受到高校

学子的认可，让他们倍受鼓舞。

以原上海长宁区虹储居委会党总支

书记朱国萍为原型的 《小巷总理》， 在

去年迎来第二代主演， 典型人物新创戏

成了区级剧团走出上海、 开拓长三角市

场的招牌。 而民营院团文慧沪剧团创排

的 《四月歌声》 由经典电影 《永不消逝

的电波》 演绎而来， 从上海演到北京，

戏迷也就从上海追到北京。

通过近年对沪剧人抒写英雄、 尤其

是当代英雄楷模的作品观察， 中国戏曲

学会秘书长柯凡认为这给予当下戏曲创

作一定启示 ， “我们要进一步开放视

野， 除了要关注基层生活、 日常生活、

大众生活， 也要敢于亮出那些卓然屹立

于中华精神文明前沿的人物， 那些引领

着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人物。” 在他看来，

对于当代英雄的礼赞 ， 不只是时代所

期， 也是人民所盼。 能否进一步反映现

代人的精神深处， 也关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新性发展， 关乎戏曲艺术的生

命力、 吸引力、 感染力， 与对当代生活

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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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印度企业扩大在沪投资
应勇会见印度新任驻华大使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应勇昨天会见

了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唐勇胜一行。

应勇说， 中国和印度都是有着绵延

数千年文明的国家， 近年来双方建立了

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为两国关系掀开了新篇章。 上海与印度

友好交往密切， 并与孟买建立了友城关

系，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作为中国最大

的经济中心城市， 上海正深化市场化改

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大力实施优化

营商环境行动， 努力为各类市场主体营

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欢迎印度企业积极

参与第二届进博会，扩大在沪投资，实现

更好发展。 我们愿在两国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和两国领导人达成共识的框架下，

进一步加强与孟买等印度地方政府间的

交流，拓展贸易、金融、文化等领域合作，

为促进两国关系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唐勇胜说， 印度和上海的友谊源远

流长， 印中等国共同发起成立的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也将总部设在上海。 此次

是我担任大使后首次来访， 上海的城市

环境和公共服务令人印象深刻。 希望双

方携手 ，促进 IT、制药等印度优势产业

在沪发展，深化文化领域合作。我们也将

鼓励企业积极参与第二届进博会， 实现

互利共赢。

印度驻沪总领事瑞峰参加会见。

汉能移动能源产业集群落户临港
应勇出席并见证项目签约

本报讯 上海市临港地区开发建设

管理委员会、上海临港经济发展 （集团 ）

有限公司昨天与汉能移动能源控股集

团签署上海汉能移动能源智能制造产

业基地项目投资合作协议 。 市委副书

记 、市长应勇 ，副市长吴清 ，汉能移动

能源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河君、副主

席王勇等出席并见证项目签约。

在座谈交流时，应勇对汉能在沪投

资表示欢迎。 他说，当前上海正加快构

建现代产业体系，欢迎更多符合城市定

位和产业发展方向的项目在沪落地，我

们将着力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和市场

环境，促进各类企业实现更大发展。

李河君说， 上海是一座注重契约精

神的城市，汉能将在沪加大科研力度，积

极参与科创中心建设，并加快产能布局，

为市场提供更多优质产品。

根据协议， 汉能将在上海临港产业

区打造技术领先、 产业链完备的移动能

源产业集群，集总部经济、研发、制造、销

售、结算等多种功能于一体。依托上海及

长三角地区的产业优势、 人才优势和金

融优势 ，项目将打造 “高科技+新能源 ”

现代产业链， 助力上海科技创新与先进

制造业发展。

近五年， 单是

上海沪剧院就有五

部新创作品讴歌英

雄。 其中，《敦煌女

儿》不仅获得国家舞

台艺术十大精品工

程，还将作为第十六

届“文华大奖”参评

剧目在第十二届中

国艺术节上亮相。

（上海沪剧院供图）

“新零售＋老字号”会擦出什么火花
“复兴枕头粽计划”为端午节“美食主角”上市拉开大幕

金庸在其武侠小说中时常提到的

粽子，原型是浙江湖州的枕头粽，因外

形酷似枕头而得名，由于粽型细长，吃

下去每一口都带馅。

现在距离端午节还有不到两个

月，但老字号的新实践已经上路。昨天，

诸老大、新雅粤菜馆、梅龙镇酒家三家

老字号企业联手与盒马鲜生共同发起

的“复兴枕头粽计划”有了新进展，为端

午节“美食主角”上市拉开大幕。经过一

段时间的磨合，老字号与新零售相结合

的“老字号振兴”道路，已经越走越顺。

枕头粽好坏，全凭“粽娘”手艺

枕头粽的品质十分依赖于湖州老

手艺人的手艺———在当地，她们被称为

“粽娘”。叠粽叶的手法、开口面积、扎粽

子的松紧程度等，都有讲究。 诸老大总

经理夏红梅告诉记者， 枕头粽的生产，

机器无法取代手工，全凭“粽娘”经年累

月沉淀下来的手艺，“最熟手的粽娘，一

分钟也只能裹三四只枕头粽”。

新雅粤菜馆副总经理都勤峰是湖

州人， 小时候印象最深的是玫瑰细沙

粽，用江南特制的“大红袍”赤豆熬制滤

出的豆沙乌黑发亮， 吃起来清香不腻。

然而，这些年回乡时，她发现即使在湖

州当地，正宗枕头粽也已很少见了。

去年8月，诸老大走访长三角不下

100家粽子生产厂商，发现嘉兴、湖州、

杭州等地能包出正宗枕头粽的老手艺

人已不超过60位，他们大多年过半百，

且传统手艺在年轻一代职业群体中继

承和发扬的整体情势很不乐观。

酱油放多少、馅料怎样
配，均需调整几十次

去年起， 一项由三大老字号与盒

马鲜生共同酝酿的“复兴枕头粽计划”

开始实施， 老字号放弃了平日里的你

争我夺，共同为枕头粽策划“网红之旅”。

梅龙镇酒家贡献了点子：是否可以将

酒家的招牌名菜入粽？ 于是，便有了辣味

粉蒸肉粽、佛跳粽。 但这做起来并不简单。

梅龙镇酒家全国点心特级大师辛国祥坦

言，如果把粉蒸肉直接放进去，味道太辣，

消费者难以接受，研发人员须“动刀”，在保

持麻辣的基础上增加甜度香度；此外，糯米

里也要加料，突出粉蒸肉的特殊味道。

新雅粤菜馆则与盒马鲜生共同研发

出两款年轻人喜爱的冷吃凉粽———榴莲

班戟迷你凉粽、五彩福礼粽，赋予粽子更

现代化的“内涵”。都勤峰说，五彩粽是将

五种色彩的糯米包裹在粽子里， 也只有

枕头粽这样四四方方的才能完美呈现。

盒马工坊研发总监黄海飞表示，新

口味都不是“拍脑袋”出来的，而是与老

字号反复探讨、试验的结果，细致到在米

中放入多少酱油、馅料怎样搭配，都要经

过几十次调整，然后才推向市场。

“新老结合”道路越走越顺

老字号推枕头粽新品是第一步， 将

它们卖成爆款则是 “复兴” 的关键， 这

第二步的担子， 落在了新零售的肩上。

“盒马鲜生将把与三家老字号联合开发

的枕头粽放在全国门店售卖。” 黄海飞

透露， 既是帮助枕头粽在全国市场上争

得一席之地， 也是更好推动老手艺的保

护传承。

这已不是盒马鲜生与老字号首次联

手。 此前， 盒马鲜生已在八宝饭、 青团

等时令美食上与老字号有了诸多合作探

索， 老字号与新零售相辅相成的道路越

走越顺。 据悉， 成立于1887年的诸老大

已在为枕头粽申请非遗， 而盒马鲜生也

揽下 “传承老手艺” 的担子。

“传承老手艺给老字号 、 新零售

和消费者都带来价值 ， 也是对历史文

化的保护和传承。” 上海中华老字号企

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邵玉玲表示，这

也是新商业模式下老字号品牌建设的

一种创新。

“复兴枕头粽计划”已不是盒马鲜生与老字号首次联手。在此

之前，盒马鲜生已在八宝饭、青团等时令美食上与老字号有了诸

多合作探索，老字号与新零售相辅相成的道路越走越顺，两者的

合作也是新商业模式下老字号品牌建设的一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