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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徐晶卉

■本报记者 苏展

最新发布的《2022上海环球美食指数

报告》显示，上海环球美食消费额占餐饮总

消费额比例为18.3%，环球美食消费规模

指数居全国第一。这是记者昨天从2022第

三届环球美食节“魔都环球美食24小时”

主题活动开幕式获得的消息。

作为第三届上海“五五购物节”12项

标杆活动之一，上海环球美食节接下来将

举办“魔都环球美食24小时”主题活动、环

球美食之都巡展、RCEP成员国进口美食

展、环球下午茶大赏等活动，同时，发布上

海环球美食指数、预制菜产业消费趋势报

告，推出年度环球美食指南及年度“名店、

名菜、名点、名师”榜单等。

中心城区环球美食门店密度大

在上海，吃遍全球，是很多食客的切身

体会。由美团发布的《2022上海环球美食

指数报告》显示，上海环球美食消费额占餐

饮总消费额比例为18.3%，环球美食消费

规模指数居全国第一，并呈现多元化、品质

化、数字化的消费发展趋势。

从空间分布看，在黄浦、静安、徐汇、长

宁、虹口等中心城区，环球美食门店分布密

度更大；“五个新城”所在区消费规模增速

更快。从时间维度看，农历七夕、暑假期间

等时段，环球美食消费规模增长显著。在多

元化、品质化消费趋势下，上海环球美食餐

厅品类更多元，小众环球美食品类增长最

快，巴西、中东等菜系同比增长超2倍。

值得注意的是，环球美食餐厅的数字

化水平，从2019年的35%增长至2022年的

85%，增幅明显。美团外卖上海负责人徐乔

表示，今年3月至7月，上海新上线外卖的

环球美食商家占新上线商家总量同比提升

5%；而3月前未上线外卖的环球美食小店

中，有31%在7月底之前完成了上线，远高

于全国19%的平均水平。

上海打造“国际美食之都”

今年上海环球美食节以“魔都环球美

食24小时”生活圈为轴线，展示申城全天

各时段环球美食场景。

记者在昨天的启动仪式现场看到，这

里布置了早餐、午餐、下午茶、晚餐4个场

景，由此开启环球美食之旅。宜家带来生腌

三文鱼塔塔配牛油果和健康燕麦，用一道

北欧风味早午餐唤醒味蕾；青山澜蒲烧活

鳗配丝苗米饭构成白领的日式定食午餐；

seul&SEUL帝王蟹牛油果塔塔带来法国南

方下午茶的愉悦；黑松露鳕鱼狮子头汤则

吸引消费者回归中式晚餐。

据悉，上海正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吸引力

的“国际美食之都”，培育一批具有国际水准

的环球餐饮美食街、美食聚集区、特色市集

等。打造“环球美食节”等标志性活动，推进

环球美食文化、茶饮文化、主厨文化融合交

流。加快推进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餐

饮消费提质扩容，全面提升上海餐饮品牌知

名度、餐饮文化融合度、餐饮人才专业度、餐

饮产业繁荣度和餐饮消费便利度，吸引更多

国际和本土知名餐饮品牌首店落户。

第三届上海环球美食节“魔都环球美食24小时”活动启动

上海环球美食消费规模指数全国第一

本报讯 上海市市长龚正昨天会见了新

西兰驻华大使傅恩莱一行。

龚正介绍了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和疫情

防控情况。龚正说，建交50年来，中新关

系长期走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前列，上

海高度重视与新西兰及友城的友好往来和

经贸合作。去年，上海与新西兰进出口贸

易总值达 259.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4.9%，新西兰的乳品、水果、海产品等深

受上海市民喜爱。面向未来，我们将认真

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进一步拓展与

新西兰的互利合作。我们愿同新西兰一

道，共建“一带一路”，以中新建交50周

年为契机，深化经贸、科创、人文等合作

交流，推进互利合作向更深层次、更宽领

域迈进。欢迎新西兰企业来沪参加第五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把更多当地优势商

品带入中国、带来上海，也热忱欢迎更多

的新西兰企业来沪投资兴业，共享经贸合

作机遇。

傅恩莱感谢疫情期间上海对新西兰在沪

机构、企业的帮助支持。她说，上海是新西

兰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门户，尽管遇到

疫情挑战，但上海经济社会快速恢复发展，

新西兰商界致力于在上海投资兴业、扎根发

展。两国建交50周年之际，将继续深化与

上海的友城关系，支持推动科技创新合作，

以及电影、游戏、旅游等领域的文化交流，

并将支持新西兰企业参加第五届进博会。

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黄桥进参加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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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张晓鸣）昨天傍晚6点半，95后小伙子小李正

在铁路上海站候车室，准备搭乘当晚7点始发的G7026次高铁列

车返回苏州。“我是地地道道的苏州人，单位在上海，不想远离

家，就一直坚持双城通勤。”他说，之前受疫情影响，高铁车厢

空荡荡的，但近期感觉坐火车出行的人多了起来。小李的感受

得到了权威部门数据的印证：铁路部门和航空公司提供的数据

显示，上海始发客流正在逐步恢复。

记者从铁路上海站 （下辖上海站、上海南站、上海虹桥

站、上海西站、南翔北站、安亭北站、安亭西站）获悉，自前

天起，上海站恢复开行、增开列车20余对，扩容后日常开行

列车达到508对，已恢复至图定九成。据统计，8月1日至8月

10日，上海站发送旅客163.1万人次，日均发送16.31万人

次，客流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其中，上海站沪宁线日均发送

3.6万人次，沪杭线日均发送2.3万人次，安徽及苏北方向日均

客流均达1.56万人次。

做好旅客运输同时，上海站落实落细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

做好进出站旅客测温工作；加强疫情防控宣传，对电梯扶手、门

把手、进站闸机、安检设备、卫生间等重点部位保洁和消毒；保持

公共场所空气清新、温度适宜、环境整洁。

暑运以来，航空旅客运输量也实现恢复性增长。东航方面表

示，8月3日至9日，连续7天单日旅客运输量超20万人次，日均航

班量保持在2000班左右，进一步实现恢复性增长。

客运之外，航空物流也保持了“热度”。8月1日至8日，

东航物流在上海虹桥、浦东两大机场累计保障全货机、“客改

货”等各类航班累计达4568架次，运输货邮共计4.4万吨。从

空运进出口货物品类看，主要以汽车零配件、电脑配件、防疫

物资为主。

上海铁路航空客流逐步恢复

本报讯（记者何易）120件跨境电商
退运商品通过青浦综合保税区内试点退

货中心仓完成高效退运，青浦海关当日

就办结了手续。第三届上海“五五购物

节”各项活动正在全市持续开展，2022国

际消费季、上海进口嗨购节等跨境电商

特色活动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但是，伴

随着跨境电商消费热潮而来的，是退换

货业务的增加。

如何为跨境电商退货渠道提供更安

全便捷的通关服务，是海关关注的焦点。

作为上海海关促进特殊监管区域外贸保

稳提质8条措施之一，此次试点设立跨

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退货中心仓，打通

了跨境电商退货“最后一公里”，有力促

进了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业务量快速增

长，也为综保区高质量发展增添了动能。

创怀（上海）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是全球最大芳香护理和精油品牌“多特

瑞”在跨境电商领域的子公司，自2019年

起在青浦综合保税区开展跨境电商保税

进口业务，近两年跨境电商商品销量和由

此产生的退货量逐步上升。创怀（上海）公

司运营总监陈柳敏举例说：“去年产生的

跨境电商退货商品有1000余件，货值180

余万元。以前，退货仓在综保区外，在区外

完成接收、分拣、检验后再向海关办理退

货商品进区手续和申报业务，手续多、时

效慢。特别是疫情期间，由于快递物流无

法保证时效，退货包裹会出现超出海关规

定时限而导致无法退货的情况。”

上海海关自贸处和青浦海关了解情

况后，主动来到企业开展调研，对跨境电

商退货操作遇到的难点、堵点问题逐一

进行把脉问诊，支持鼓励青浦综保区仓

储企业利用区内资源率先设立退货中心

仓。海关还同步建立退货商品进出区制

度规范、退货流程监控体系，指导企业建

立退货商品溯源体系。在退货中心仓模

式下，退货商品的接收、检验、分拣、申报

和商品重新上架等流程在青浦综保区内

“一站式”完成。

“相较于传统退货模式，企业省去退

货商品在区外区内两次分拣操作，大大

缩短整体退货时间，同时也免除区外仓

库的运营成本，而消费者也将受益。”青

浦海关副关长袁平介绍，已建立退货中

心仓当日审核制度，把退货办理时间压

缩到一个工作日，退货商品运抵退货中

心仓后最快当日就能完成海关手续，并

再次进入流通环节。

陈柳敏坦言，进口退货中心仓的落

地，对于电商企业畅通经济循环、激活发

展动能、增强发展韧性等起到了重要支

撑作用。不久前，创怀（上海）公司获评“优秀跨境电商企业”。

经测算，经退货中心仓退货，提高退货周转效率近五成，预

估每年能为区内电商企业节约综合成本150万元左右。今年6月

至7月，青浦海关共监管进出青浦综保区包裹6.1万个，同比增

长87.28%。同时，跨境电商品牌规模带动效应日趋明显，护肤品

品牌“多特瑞”、宠物食品品牌“百利”、隐形眼镜品牌“强生”等纷

纷入驻青浦综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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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老城厢文庙路112号的刨冰店生

意热络。盛极时，店主黄琴一家每晚要多熬

十来锅绿豆红豆，掌着火候撑到次日凌晨

两三点。

文庙路街区，比邻老西门，随着近期旧

区改造推进，迎来了一波老上海“回忆杀”。

自去年下半年文庙街区改扩建工程启动，

就常有市民前去寻味童年；近期，随着文庙

所在地块完成旧改征收，更多市民纷纷闻

讯赶来打卡留念。

这是一种怎样的情感？1985年出生的

楼先生用一句耳熟能详的广告歌词作答：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的

情怀。”

回忆关联着告别，告别却不是结尾。城

市更新固然意味着视觉上的焕然一新，但

上海弄堂、老城厢的内核总能以不同形式

绽放旺盛的生命力。

比如，刨冰店土法调制、独一无二的老

上海味道，动漫店和旧书店的老顾客社交

圈，这些经年沉淀下来的“上海味”很难因

物理层面的变化而消失。记者实地探访发

现，不少小店都尝试在周边择址重新开张，

也不乏有心人时刻关注、追随而至。

周边寻店址，留住老城
厢的上海味道

开在老城厢，土法做刨冰，店面时尚，

黄琴家的刨冰店集聚着成为“网红”的各种

要素。虽然消费主力是年轻人，但让她引以

为傲的顾客是附近七八十岁的老上海。

老人家往往只点绿豆或者红豆刨冰，

最纯粹的基础款也能品咂出正宗上海刨

冰，“有头发全白、走路颤颤巍巍的爷叔，三

伏天开始每天雷打不动两杯绿豆刨冰，一

杯给自己一杯给老伴”。

“上海人特别讲究干净和味道正宗。”

刨冰店开在黄琴家私房的底楼，店面连着

厨房。穿过三四平方米的小客厅就进到只

容下一个身位的厨房，环境逼仄却一尘不

染，灶头上两个高压锅分别熬着红豆绿豆，

香气漫漫。为了这道火候，他们报废了好几

个高压锅，焖废过好几锅红豆、绿豆。黄琴

说，这是65岁的父亲循着儿时味道熬的豆

子，“里面用的全是上好的冰糖、红绿豆，还

有工夫和心思。无论我们搬去哪里，老顾客

说还得来买我们的”。

这道口味中藏着老城厢小作坊秉持的

经商之道，讲究实在、图个问心无愧。好不容

易熬制出独一无二的口味，积累起相对忠实

的消费者，黄琴一家希望小店生意能在文庙

周边延续下去，目前找寻新址最大的担心就

是房租压力，“舍不得这家店以及老城厢这

些上了年纪的老客人，未来也会探索更多饮

品，比如冬天尝试一下做奶茶”。

有类似打算的，还有在文庙路上经营

了近20年的婷婷炸串铺。配合旧改，店铺

已于7月10日关张。店主许婷婷目前也在

周边寻找新址，她在店铺门面上留下联系

电话，还为老顾客们建了一个群，一旦落定

就会第一时间在群里告知。

社交圈打造忠实消费群

动漫模型店“极模社”店主任恒君在文

庙路上开店不到两年，却意外相逢十多年

未曾谋面的老同学。

“一些来店的小朋友看着面熟，结果发

现是我小学、中学同学们的孩子。”1988年

出生的任恒君曾住在东台路，对文庙路沿

街店铺的吃喝玩乐如数家珍，到文庙路开

店也部分应了他儿时的情怀，“我当年的同

学，想到动漫还是会带孩子来文庙路”。

五六年前，文庙路一带模型手办店越

开越多，故而有了“上海秋叶原”一说。他认

为，文庙路的动漫文化至今仍有一席之地，

也跟各家店主社交式经营有关。“喜欢动漫

的人彼此相看两悦。基于此再聊聊美食、各

种见闻，一来二去就成了朋友。既是朋友也

是稳定的客源。”

“对我来说，在这里开店最看重的就是

社交，感觉很像小时候在弄堂里，躺椅一放

乘风凉嘎三胡。”任恒君说，之后打算在汉

口路继续开店，不少动漫店也都打算迁去

新址。

对旧书店来说，社交正是诠释志同道

合的最佳范本。

文庙大门口转角处，中华路上有一家

国营性质的旧书店，随着文庙路旧书店及

各类小店纷纷撤离，客流量减少，这家店的

生意也随之清减。采访时，只有一名顾客站在

小椅子上往书架高处寻字帖，“他是收藏资料

方面的行家，今天到了一批旧书，我第一时间

就给他发信息。”店主姚女士说，不复以往学生

挤在书店看小说的盛况，如今的客源都是好几

十年攒下来的老顾客，不光挑书还会聊天，“可

有意思了，社会热点、国际时事、健康养生他们

都会讨论，有时就一个问题会争得面红耳赤”。

社交属性以及旧书通常只有孤本的性质，

维持着书店稍显清冷的人气。姚女士说，旧书

店已在此生存了102年，换了好几茬经营者，目

前虽是国营性质，但对书店的未来她也不乏担

忧，时常向顾客请教生存之道，“有客人建议结

合茶室打造旧书店，毕竟大家在这里聊天也是

很愉快的体验”。

儿时常来旧书店淘书的楼先生告诉记者，

真正喜欢这些小店的客人都会追随新店而去，

小本买卖做的是老客户生意，却因为客群固定

而有一定的生命力，“我这次回来打卡，留下儿

时的一抹念想——文庙路上曾令人垂涎的单

档双档（面筋百叶汤），还有把零花钱交代在游

戏机、动漫店、旧书摊的经历……以后这种感

觉、味道可能会散落在城市各处，但我相信它

们不会消失，有心人也一定都能找到”。

据介绍，为提升文物资源保护水平，推动

历史文化保护与城市更新有机结合，文庙街区

改扩建工程正有序推进，将拆除违章建筑和部

分管理用房，恢复文庙西庙轴、东学轴等传统

规制布局。改扩建完工后，文庙区域将与周边

石库门民居连接呼应，形成内外交融的文庙特

色街区。

刨冰店的老味道，旧书店的老顾客……沉淀下来的情怀关联着告别却不是结尾

文庙区域城市更新，“回忆杀”内核犹在

“五五购物节”逐渐升温，各大商圈、商

场、商户各式花式营销此起彼伏，提升消费

的丰富度和层次感，极大释放了市民消费

热情和市场消费能量。

又逢周末，有啥打折商品“买买买”？去

哪家撒消费券的餐厅撮一顿？有哪些打卡

地值得来一场深度体验？记者搜集相关信

息进行了梳理总结。

买买买！消费券撬动购物和餐饮

离中秋节已不足一个月。今年沪上各

老字号品牌都早早备好月饼，在“五五购物

节”期间推出了不少折扣优惠。杏花楼副总

经理智静介绍，在常规产品“满300元送

100元”的基础上，推出了购买盒装月饼

“满100元送50元”活动，购买散装月饼还

有“买6送1”“买8送2”的优惠。

在杏花楼福州路总店，菜单也已翻新，

用更多创新菜肴来满足消费者需求。“目前

餐饮业务已基本恢复到八成水平。”智静介

绍，杏花楼餐饮还首次推出用餐“满500元

减100元”折扣，人均消费可降低几十元。

今年“五五购物节”期间首度举办钻石

珠宝文化节，不少黄金珠宝企业通过发放

消费券的方式激发市场活力和消费潜力。

老凤祥副总经理封朔告诉记者，“金九银

十”是传统婚庆旺季，今年“五五购物节”期

间，除了金价优惠活动，还首次发放价值一

亿元的消费抵用券，一个会员账户可以领

取一张100元抵用券，不设消费使用门槛，

“目前老凤祥业务已基本恢复至去年同期

水平，有望借助节庆活动再掀消费浪潮”。

“上海购物”一大趋势是消费升级。苏

宁易购上海地区管理中心总经理徐海澜介

绍，将推出20亿元消费券、20万台特价家

电、20项免费服务、手机家电以旧换新至

高补贴1500元、到店套购满3万元可抽取

百克金条等活动，并举办数百场特色IP活

动，“苏宁易购上海地区已有超过1万用户

享受到家电以旧换新补贴”。

体验足！在商场里露营是啥感觉

走进环球港4楼，你一定不要错过

1500平方米的超大型室内露营主题营地。

在露营装备展陈体验区，十多顶精致帐篷

错落有致，帐篷外的烧烤架、露营桌椅、手

推车、摩卡壶等装备齐全。往里走，互动区里

有迷你高尔夫、丛林狩猎、露营市集、魔术表

演等，把露营“周边”都集齐了。主办方负责

人君君介绍：“我们把营地都准备好了，消费

者只要走进来就能感受到露营的乐趣。”

除了今年大火的露营体验之外，亲子体验

的去处也不少。位于人民广场商圈的乐高旗舰

店，“缤纷庆生蛋糕”大型3D乐高模型刚刚亮

相，以此庆祝乐高集团成立90周年。不仅如此，

“小小创变家”线下活动也从即日起登陆全市

各大乐高品牌旗舰店，让更多孩子参与以“保

护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创造性拼搭活动。相

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1月的第五届进博会上，

乐高也将把部分作品带来展示，通过进博会平

台让更多客商看到孩子们的创造性。

当下，2022上海咖啡文化周各项活动正

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如果想喝一杯咖啡，不

妨去BFC外滩金融中心走一走。今明两天，

这里将举行2022年上海咖啡文化生活节，现

场集咖啡文化集市、咖啡新品发布、咖啡沙

龙分享等活动于一体，汇集众多知名连锁咖

啡品牌、精品咖啡店，融合“咖啡+展演”“咖

啡+电竞”“咖啡+文创”“咖啡+老字号”等各

类跨界文化元素，展示上海特色城市文化，

营造浓厚咖啡文化氛围。

花式营销叠加消费券，各大商圈商场商户助力“五五购物节”

周末去哪吃饭购物？丰富活动等你体验
■本报记者 徐晶卉

▼ 近日，普陀区第三届“五五购

物节”系列活动暨“爱车总动员，约

‘惠’在普陀”主场活动，在长风文展

中心启动。线上线下联动推出的40

余项主题活动，将掀起一场“有活动、

有亮点、有主题”的新消费盛会。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小小创变家”线下活动登陆上海各

大乐高品牌旗舰店，让更多孩子参与以“保护

生物多样性”为主题的创造性拼搭活动。

本报记者 袁婧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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