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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是农历二十四节气中的谷雨， 也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 如约而至的一
场细雨， 把春末夏初天空的味道带来了人间。

而在城市文化原点———百年豫园内， 老字号饭店绿波廊开启了一场直播， 将刚
上新的时令菜肴推送到人们的眼前。

这场直播的在线主播正是绿波廊的副厨师长、 中国烹饪大师余国涛。 “大家
好， 我是中国烹饪大师、 绿波廊的副厨师长余国涛， 今天要教大家做两道海派时令
家常菜： 脆炸香椿鳕鱼和浓汤圣瓜煮河虾。” 傍晚 5 点整， 这位大厨开始了人生中
的首次 “直播”。

不只是绿波廊， 3 月以来， 豫园商城的一众餐饮、 手作、 文创等老字号， 当家
“手艺人” 纷纷从幕后走向镁光灯前， 当起了在线主播， 有的借由直播传扬老字号
所蕴含的文化， 有的则直接为产品带货， 由此推动着老字号们危中寻机、 化危为
机， 在品牌年轻化道路上加快步伐。

就在两天前， 豫园商城与短视频平台 “快手” 合作开设直播账号， 联手区域内
13 家老字号与国潮精品店举办了一场全街区 “直播带货” 线上营销活动。 长达 4

小时直播中， 杏花楼、 功德林、 丁义兴、 张小泉、 松鹤楼、 湖心亭等一众老字号纷
纷接到了线上下单。

以新形式推动整个文旅街区的复工复市———数据印证， 自启动直播、 线上带货
等活动以来， 各家老字号销售正稳步回暖。

豫园老字号掌门人直播，为美食带货也助商圈升级
■本报首席记者 顾一琼

▲疫情防控期间， 浦东新区

联洋社区境外输入风险不断增加，

面临严峻的防控压力 。 龚爱华

（中） 和同事们以及社区医院的医

务人员们加班加点， 深入社区增

加巡查和防控力度。

本报记者 袁婧摄

【人物小传】

龚爱华 ， 女 ， 1981 年出生 ，

中共党员， 浦东新区花木街道第一

批面向社会招聘录取的大学生社

工， 现任联洋社区管理中心主任、

联洋第四居民区党总支书记。

▲目前，申城蔬菜水果等食品正常供应，多家超市、农贸市场等货源充足，

能够满足市民需求。 图为沪上一家标准化菜市场内，顾客正在选购蔬菜。

荨近日， 上海市首条樱花市级林荫道杨浦区江湾城路的晚樱进入盛花期，处

处繁花似锦，与此同时区绿化市容局也对江湾城路（殷行路—清波路）的清扫保洁

模式做出暂时调整，探索打造上海市首条“落樱不扫”道路，让落樱持续铺满路面，

供市民欣赏。 据悉， 江湾城路是全市首条以日本晚樱为主角的林荫道， 长约 700

米，从殷行路到清波路两旁共种有 189棵晚樱。 图为“落樱不扫”的江湾城路。

均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落樱不扫”，处处繁花似锦

蔬果充足，市场消费回暖

■本报记者 唐玮婕

新鲜的事 以新形式推动整个文旅街区的复工复市

感动的人 竭尽全力，让社区更安全更有温度

龚爱华：国际化社区战“疫”，实干加巧干
提起龚爱华， 很多同事都会笑着

说， 她就像是24小时随时待命的 “战

斗机”， 总有使不完的劲。 她的手机微

信里密密麻麻都是新冠疫情期间建立

起来的一个个工作群， 上一秒还和大

家一起商量快递、 外卖进小区的事情，

下一秒就有居家隔离的新情况需要协

调处理……

龚爱华所在的浦东新区花木街道

联洋社区共居住着1.6万户居民， 其中

外籍居民超过8000人， 来自全球78个

国家和地区。 在严防疫情输入的当下，

小 “联合国” 般的国际社区如何共同

携手战 “疫”？ 她和同事们天天都在迎

接可能出现的各种新挑战。

挑战一

当所有人措手不及

今年春节， 社区一线刚刚开始战

“疫” 的时候， 大家都有点措手不及。

一时间， 别说防护服、 护目镜了， 甚

至连口罩、 手套等基本防疫物资也都

非常紧缺。 “大家舍不得扔掉用过的

口罩， 总想着要多戴几次”， 龚爱华和

同事们从外面借来一个紫外线消毒灯，

每天工作结束后的一项额外任务， 就

是对用过的口罩作消毒处理， 尽量争

取延长使用时限， “没有防护服， 就

用浴帽、 雨衣来凑”。

当时 ， 有一批爱心蔬菜送到了

小区 ， 要给居家隔离户送上门 ， 龚

爱华二话没说 ， 就和一名社工一起

揽下这摊活儿 ， “我俩戴着口罩 ，

挨家挨户送菜 ， 也是给居民们一些情

绪安抚 ， 让他们能安心在家完成14天

的隔离 ”。

记者问龚爱华有没有感到过 “害

怕”， 她笑着摇了摇头， 说自己可能从

小就 “胆子大”。 一旁的联洋社区管理

中心党委书记曹冬梅立马接过了话头：

“当时可以说真的是来不及害怕， 每天

都要面对高强度的社区工作， 大家都克

服了个人的恐惧， 顶着压力， 时刻保持

战斗状态。”

本市一度对境外回沪人员全部实行

闭环管理， 有段时间基层社区防控压力

陡增。 为做好大量的转运接收工作， 联

洋社区组建起一支小分队， 每天分三班

24小时值守。 “最忙碌的时候， 我们一

天就要接回50个居民，” 龚爱华说， 当

时她的手机从不离身， “就算是洗澡，

也一定要放在手够得着的地方才安心，

生怕有紧急任务。”

每每凌晨时分 ， 只要有居民入境

即将到达社区的讯息传来 ， 值班的龚

爱华都会早早和社区医生 、 民警等联

系沟通好， 等候在小区入口。 夜幕中，

居民回到小区 ， 签订居家隔离承诺书

等手续一样不能少 ； 进家门前 ， 社区

已为他们全面消杀 ； 进家门后 ， 安排

好他们居家隔离的各种细节后 ， 她才

会放心离开。

挑战二

当物业 “压力山大”

“龚书记， 我实在撑不住了， 想辞

职……” 这是小区实行封闭管理后， 一

名物业经理给龚爱华发来的微信。 原来

居民们对 “快递、 外卖怎么送” 一直无

法达成统一意见， 物业一度成了 “众矢

之的”。

摆在龚爱华面前的是一个两难状

况： 居民们不满于快递、 外卖无法准时

送达， 觉得生活很不方便， 但物业也囿

于人手， 无法满足居民们的诉求， 可谓

“压力山大”。

龚爱华立马就给物业经理打了电

话， 安慰道： “你不要太有压力， 说服

居民的工作我们肯定一起来做。” 她把

问题抛进社区管理的微信群， 让几个居

民区书记展开 “头脑风暴”， 大家一起

商量解决办法。

最终整个联洋社区决定 “步调一

致”， 全部在小区外设立指定的快递集

中投放点， “小区安全了， 对大家都是

好事情。” 龚爱华说。

一番 “晓之以情、 动之以理” 的多

方沟通后， 原本坚决反对的居民们也改

变了主意， 决定服从大局， 看似乱如麻

的难题迎刃而解。

挑战三

当收到返沪报告

这一边要争取返沪人员的理解和配

合， 另一边也要尽量缓解周边居民们的

焦虑情绪， 龚爱华和同事们一直在为此

竭尽全力。

为提前摸清境外返沪人员情况， 联

洋社区专门开发了 “返沪云报到” 二维

码， 提醒尚在境外的小区居民， 若有返

沪打算， 无论是否已有行程信息， 都可

先扫描二维码在线填写登记表 ， 预先

“云报到”。

龚爱华告诉记者， 这么做， 既能让

社区第一时间获得返沪回程的信息， 了

解居家隔离的条件 ， 做好各方面的准

备； 也能让境外回沪居民对入境后会遇

到的整个流程熟悉起来。

随着上海对所有入境来沪人员一律

实施集中隔离后 ， 这段时间社区的任

务减少了很多 ， 但龚爱华和同事们又

面临着新的挑战： 抗击疫情不能麻痹，

社区的日常管理包括垃圾分类等也不能

松劲。

“常态化防控贵在坚持。” “战斗

机” 龚爱华告诉记者， “我们会用实干

加巧干 ， 让这个 ‘洋气 ’ 的社区更安

全， 更有温度。”

分享老字号看得见的功夫，看不见的心传

傍晚4点， 距离直播正式开始还有1

小时，绿波廊三楼的一间包间内，余国涛

和徒弟们早早做起了准备， 把预先煲好

的浓汤、面糊、电磁炉、香椿、银鳕鱼片以及

各类食材、工具等等，整整齐齐摆了一桌。

进入绿波廊工作以来， 这是余国涛

头一回“触云”当在线主播，但他似乎并

不紧张， 还透露出老法师应有的淡定：

“平时接受过一些采访，也预先看了点网

红直播的资料，心里大概有数了。 ”

直播开始前，他向记者“剧透”了一

些讲解的重点：比如，时令菜中香椿的处

理，借鉴了日本天妇罗的手法，只取其叶

而去其根茎， 这样油炸出来会保持其叶

片形状，口感更好，做辅料时也会比较漂

亮。 正式直播中，余国涛边说边操作，还

时不时与网友诙谐互动， 节奏感把握得

很好，瞬间圈粉无数。

他说，之所以在线教授这两道时令

菜 ，是因为食材相对简单 ，也比较容易

操作 ， 更要传扬中华传统饮食文化中

“四季轮回 ，食之有道 ”的精髓 。

据介绍， 依托自身的抖音公众号以

及豫园文创 “东家 ”App，老字号饭店绿

波廊自三月至今已举办多场在线直播，

多位资深大厨在“掌门人”主厨陆亚明的

率领下纷纷出镜，传扬传统饮食文化，分

享更多老字号看得见的功夫， 以及看不

见的心传。

部分场次直播中， 也在线售卖堂食

优惠券，以此促进线下销售复苏，市场反

应良好。有网友说：正是看了直播才了解

到，原来自己吃的每一口，背后都有如此

高的含金量和用心所在，真是物超所值。

老字号更需要新的获客方式，制造新体验

坐在豫园湖心亭茶楼里， 章吉泉在

直播镜头前与网红女主播侃侃而谈，边

聊天边为老字号杏花楼的产品带货。

章吉泉， 杏花楼食品餐饮股份有限

公司餐饮部技术副总监，他的另一个“抬

头”更为人熟知：“网红青团”蛋黄肉松青

团的首创者。 这两天，他被总店派驻到杏

花楼豫园店铺， 就是为了做好线上直播，

为“蛋黄肉松青团”等热销产品在线带货。

从一个只管埋头做点心的中式面点

师，到一位热情洋溢的“主播”，章大厨说自

己的转型非常有价值：“我可以直接跟许

多消费者交流互动，了解他们的需求和喜

好，能帮助我们生产出更符合消费者需求

的产品。”在他看来，老字号触网也不仅仅

是当下时期的“非常手段”，通过网络进一

步触达消费者能帮助老字号不断创新升级。

曾在一口油锅和半屋子烟熏火燎间奋

战了二三十年的不少餐饮老字号掌门人，

被倒逼着纷纷“褪去油腻”，重新出道，好

在他们不慌不忙：“凭着一技傍身和几十

年的专注认真，到哪儿都是一片天。 ”

做了二十多年小笼包子， 豫园南翔

馒头店的南翔小笼技艺第六代非遗传承

人游玉敏， 如今成了直播间粉丝 “收割

机”。她说做直播窍门是“豁得出”，讲话要

深入浅出，互动积极，也要发挥自身专业

技能，做出直播特色。 如今南翔馒头店正

思索怎么把品牌真正做进年轻人的社交

圈子。 3月以来他们结合在线直播采取新

品预售、限时优惠促销等手段，甚至售卖

“小笼非遗制作技艺线下体验活动”，提

升顾客的黏合度：“老字号更要积极寻找新

的获客方式，制造新体验，创造新惊喜。 ”

4小时大型直播带货，老字号探寻跨界合作

主播带着直播间观众一起走过有

着 “九曲过、 万事顺” 寓意的九曲桥；

一同观看湖心亭里炒茶师傅手工炒茶；

并一路探店， 了解一众老字号的内涵

文化和特色商品， 在线营销……上周

五的这场商城整体直播带货活动热闹

非凡。

“对于老字号来说， 数字化网络

直播是新鲜的， 陌生的， 但也是必须

要拥抱的。” 商城相关负责人介绍说，

这促使老字号在探索品牌年轻化发展

的道路上， 由原先的 “小步迈” 迅速

转变为 “快步跑”， 为老字号年轻化进

程摁下了 “加速键”， 更让他们对消费

市场的前景充满信心。 由于不少商户

并不具备线上销售经验， 大部分门店

也没有策划大规模直播活动的能力 ，

此次商圈联手头部短视频平台举办线

上直播带货活动， 精心设计了直播的

线路场景， 甚至还为商户撰写了详细

直播脚本， 帮助他们挑选更适合直播

销售的商品。

而参与这样的直播带货活动， 也

让不少老字号颇有心得。 张小泉店铺

表示： “除了与消费者互动外， 还能

与其他老字号进行交流， 打破了行业

与行业、 品牌与品牌间的边界， 甚至

开始探寻跨界合作互动。”

未来， 豫园商城还将举行不同主

题的街区直播活动， 联合线下商户共

同向线上发力———通过直播来展现豫

园商城的新面貌和内里的好品牌、 好

产品， 吸引更多年轻的消费群体， 也

助力整个商圈的焕新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