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的商业消费
理念源自效率“破壁”

问：您的商业履历非常丰富，此前参

与过新天地、 正大广场等上海标志性商

业项目，创办 URF｜盈展·年轻力消费集团

后的潮流消费目的地-TX 淮海｜年轻力中

心又成为“爆款”，但看您的过去和现在，

商业消费理念并不完全相同， 为什么会

有持续的转变？ 新的商业消费理念源起

于哪里，又会如何发展？

司徒文聪：过去几年，我们一直在思

考，有没有办法可以提高空间效率？ 传统

方式，对于商业空间来说，必然存在天花

板。

我们想到的是， 在空间这个绝对数

字不再改变的前提下， 如果效率数据提

高，就意味着，空间不是唯一的素材，还

要增加新的内容素材， 让内容叠加产生

没有上限的影响力。 这就是集团未来持

续发展重要逻辑。

反映到我们的实际经营中， 比如我

们刚在淮海路启动的， 年轻力消费孵化

平台 X Factory 年轻力工场， 将创造更

广阔的商业化潜力和全方位创意策略及

解决方案。 此外，我们也在增加的商品能

力，包括商品孵化和交易渠道构建等。 总

结来说，空间是载体，商业价值的真正体

现和延伸，更多是在空间之外。

成为年轻力文化
的共创者和引领者

问： 为什么线下商业消费要关注年

轻人?

司徒文聪： 我们早已开始研究未来

的消费该瞄准怎样的人群， 发现 Z 世代

将成为最重要的消费人群。 一方面，这是

不容忽视的人口基数， 目前 Z 世代人群

数量约为 2.6 亿，还在快速增长中。 另一

个关键点， 则是年轻人群对消费增量的

支撑，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人们购买球

鞋，只是消费球鞋本身，而现在一双球鞋

则承载着年轻人更多的需求， 比如社交

需求、 收藏需求等， 因此会产生消费增

量，其总量会相比过去明显增加。 这部分

人群对新消费的热衷程度， 显著高出过

往世代。 这也是“新世代生活方式”的重

要表现方式之一。

问：URF｜盈展·年轻力消费集团有一

个很重要的概念，叫做“年轻力”，这是贯

穿我们商业始末的一个关键词， 我们如

何满足年轻力？

司徒文聪： 我们非常确信， 所面向

的就是年轻人的生活、年轻人的文化。 所

以，我们的定位很清晰，是“综合性的年

轻潮流生活方式平台”。 我们所做的事情

肯定与“当代的 20 岁”有关，现在是 00

后，未来可能就是 05 后。 所以，年轻力是

我们永远要抓住的点， 即关于年轻人与

消费趋势之间的关系。

我们不妨反过来看这个问题， 如果

我要做年轻人的生意， 但是我的场地受

限，何以能抓住人？ 答案是用文化来凝聚

人心。 比如说，能够有资源与全球一些非

常领先的潮人发生直接关联， 保持在全

中国潮流界的全球化能力， 代表潮流的

领先地位，向外输出潮流的思想和观点，

以此来丰富年轻文化内涵。 作为中国年

轻力文化的先驱者与推动者， 以赋能中

国本土创意年轻力为使命， 肩负打造全

球年轻力文化国际枢纽之重任。

要有人先走出
舒适区，为新消费打
开新局面

问：在您的文化消费理念中，文化被放

置在一个很重要的位置，如何通过“文化先

行，消费随至”的方式，重塑新的消费观？

司徒文聪：2019 年下半年， 我们在

全球首次提出了“策展型零售”的概念，

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环节———文化。 我

一直认为， 需要通过跨界来构建宏大的

故事观， 通过有故事情节的文化， 来完

成整个线下实体的布局跟规划。

目前，我们主要遵循三个规律。 首先

是打造社交资本， 可以尽量给年轻人提

供能够拍照、打卡的“可晒”空间。

其次，提供社群标签，即结合多元化

社群运营，让年轻人获得归属感。

第三，重视科技娱乐化。 通过一系列

的设计， 做年轻人文化建设， 再下一步

才是形成聚集效应，继而自然产生消费。

这也就是我们始终秉承“文化先行，消费

随至”的理念。

所以，在未来线下场景，我们会重视

把更多有意思的“门槛”和娱乐游戏的方

式相融合。

问： 能否谈谈想为上海商业带来怎

样的新气象？

司徒文聪：这次能给我这个机会，有

幸获得这个奖很有意义。

政府部门对我的肯定，意味着新想

法、 新创意已经成为城市管理者和商

业相关部门最为看重的一点。 过去，这

个奖多用于鼓励一些营业额高、 影响

力大 ， 或者有产业影响力的企业家 。

今年增加了 URF ｜盈展·年轻力消费集

团这样相对营业额没有那么高、 但能

为新消费， 年轻人喜爱的潮流消费带

来持续创新的企业。 这种鼓励，是上海

这座城市开放、创新、包容的精神品格

的一种体现，也代表了市委市政府、相

关部委领导更加看重未来年轻力消费

的创新理念， 这也是我个人感觉到非

常有意义的事情。

创新背后代表着风险与挑战，风险

大的事很多人都不敢做，因为它代表着

要离开舒适区，去做一些可能没见过的

事情。 未来的商业要创新，必须要有一

批人先走出舒适区， 做一些艰难的事

情，面对年轻力，面对新消费。 而我相

信，这种勇气、这种挑战会成为未来年

轻一代商业人往前走的动力。 我希望自

己能为商业消费发展带来一点启发，未

来也会继续披荆斩棘，为新消费打开商

业新局面。

URF｜盈展 ·年轻力消费集团主席司徒文聪获颁 2021“上海商业优秀创业企业家”———

与年轻力同行，引领“新世代生活方式”
上海的商业，更迭、革新是永远不变的主题。

当这座城市向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目标大步走

去，《实施方案》已指明了大方向，“上海购物”的三年行

动计划也已刷新到第二轮。

正在行进的 2021 年，大约有 1000 家首店面世，且存

活率极高。 商业的内涵与外延，在数量的递增中，更在发

生质的飞跃。

站在 2021 年的尾巴上，21 位商业人物被评选为 2021

“上海商业优秀创业企业家”，他们不仅对上海商业的繁荣

有着巨大贡献，更善于思考未来。 URF｜盈展·年轻力消费

集团主席司徒文聪获得这一奖项后， 畅聊商业理念革新，

定义年轻力，打造综合性的年轻潮流生活方式平台。

■本报记者 王宛艺

■本报记者 王嘉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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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较强冷空气影响，上海今天最低气温全面跌破冰点
-6℃到-3℃！今晨迎本次寒潮最冷时刻

本报讯 （记者张天弛）本次寒潮抵沪

后，申城气温一路下探。根据上海中心气象

台发布的数据， 昨天早晨徐家汇站最低气

温为-1.6℃。 而今晨本市迎来本次寒潮的

最冷时刻，全市最低气温全面跌破冰点，将

下探至-6℃到-3℃， 明晨也将出现冰冻或

严重冰冻。

继“不太认真”的初雪后，昨天申城阳

光迅速补位， 但这阳光等同冰箱里的照明

灯，只有亮度没有热度。据上海中心气象台

发布的数据，昨晨徐家汇站气温仅-1.6℃，

白天最高气温刚刚超过冰点， 在2℃左右。

好在冷前锋已远，风力减小，风寒效应大大

降低。昨天下午，上海中心气象台解除了大

风蓝色预警信号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既已解除寒潮蓝色预警， 那么最冷时

刻是不是已经过去， 接下来马上就要升温

了？并不是。气象专家解释，寒潮预警的解

除， 只能说明天气变化最剧烈的时间段已

经过去，但是寒冷还将维持。通常来说，冷

空气影响下的气温最低值往往在冷空气过

境后，叠加了辐射降温效应而出现。

目前， 本市低温黄色预警仍在维持当

中。据预测，寒潮余威叠加辐射降温，今晨

将出现此轮寒潮过程的极端最低气温，市

区为-3℃，有冰冻 ；郊区为-6℃到-4℃，有

冰冻或严重冰冻。 而白天气温回升也十分

有限，最高气温预计在4℃附近止步。

记者从市气象局了解到， 本周上海持

续晴天，明天白天起气温逐渐走高，但与之

前几次冷空气过后相比， 这次气温不再出

现报复性反弹，毕竟已是数九寒天，寒冷已

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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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上午9点不到，申城气温接近冰

点。 徐汇区天平街道嘉园新时代文明实

践公共客厅内却是一派热气蒸腾，赤豆、

红枣、 桂花经过6小时慢炖后甜香四溢。

一群头发花白的志愿者一下子忙开了：

一碗3大勺，将赤豆汤打好包，这是送给

户外工作者的；另一边，包括鸡蛋、青菜、

豆腐、 面条在内的一袋袋精心搭配的食

材准备就绪，即将送给社区内的老人们。

“这两天降温，我们带点菜上门看看

社区老人， 也为户外工作者暖暖身子。”

宝怡乐志愿者发起人、“宝宝阿姨” 孙鸿

银表示。 宝怡乐志愿者团队是一支由老

年人组成的银发社区志愿服务队， 成员

平均年龄超60岁。每逢过年过节、高温寒

流时，他们给户外工作者和社区老人“送

温暖”，已坚持了十余年。

“喝出了家的味道”

孙鸿银昨天一大早就来公共客厅的

小厨房熬赤豆汤。“红豆必须浸泡一夜，

煮出来才又酥又糯。6点15分加水、8点15

分加糖，放下去还得再滚一滚，这样焖到

9点， 刚刚好出锅———既保证热气腾腾，

也不烫口。”她介绍着熬汤的秘诀。

“十一年前的冬天，我们第一次送赤

豆汤。”孙鸿银家临街，看到户外工作者

冻得哆嗦，她便在自家熬好赤豆汤后，推

着自行车一路送。如今，她与团队在街坊

小有名气， 附近的户外工作者都知道这

儿冬送暖、夏送凉，“一年四季没断过，天

一冷，肯定会有爱心赤豆汤的”。

“热乎乎的，喝出了家的味道。”环卫

工梁玉华在这里工作了10年， 也喝了10

年的赤豆汤。 她负责岳阳路至乌鲁木齐

路的保洁，每天清晨四五点钟就得开工。

回忆起第一次喝赤豆汤， 梁玉华说当时

刚来上海没多久，不习惯湿冷天气，却被

热情的孙阿姨拉了过去：“尝尝赤豆汤，

暖暖身子！” 之后她成了这里的常客，也

会与老人们道几句家常，“喝了身上热乎

乎的，心也跟着暖了”。

“老人们都等着呢”

“你们来啦！”80岁的陈爷爷听说志

愿者团队要上门探望， 早早在楼道口等

候。他和老伴几年前失去独子，一直走不

出阴霾。除了在生活上“搭把手”，他与老

伴更喜欢和孙鸿银唠唠家常，“老伴一见

孙鸿银，就拉着她的手抹眼泪，聊着聊着，心情渐渐舒缓，身体

也好起来了”。

孙鸿银和同伴们临走时关照老人：“天冷不要出门， 有什

么事情你给我打电话！”

“我们40多年的老邻居了，平日里他们一直嘘寒问暖，有

什么事一个电话就上门。”78岁的周彩娥说，自己被人惦记着，

感觉很温暖。

孙鸿银坦言：“送菜是次要的，逢年过节他们会等着我们，

也是个念想。”因为送的量多，每次行动前她总要在微信群里

喊一声，“几乎一呼百应，对话框下是一连串的‘收到，参加’。”

她很是自豪。

其中还有大老远赶来的老居民。73岁的王扣妹曾在附近

住了数十年，这几年搬迁去了长桥新村。昨天，她清晨5点不到

就起床，路上花了一个多小时，赶在“送温暖”前准时赶到。她

说，回来是帮助别人，也是探望街坊，“人搬走了，但感情放不

下，就当回来看看老朋友”。

寒夜巡街，不让生活无着人员受冻街头
上海开展“寒冬送温暖”专项救助行动，记者昨晚跟随联合巡查督导队出发———

应对来势汹汹的寒潮， 上海全面启动

“气象预警联动机制”， 并开展 “寒冬送温

暖”专项救助行动。昨天20时许，从黄浦区

蒙自路出发，记者跟随一支由民政、公安、

城管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巡查督导队开始巡

街，不让生活无着的露宿人员受冻街头。在

寒冷的冬夜，这份温暖更显珍贵。

倚仗“城市大脑”精准预判

多年的救助经验积累， 让这支巡街队

伍很快锁定重点区域。高架桥、火车站、公

共绿地……这些地点通常是露宿街头人员

的“落脚点”。昨晚的巡街首站，就是位于长

宁区的刘海粟美术馆门前、 延安中路高架

桥下， 入目可及的是一辆板车搭成的简易

小床。在救助站工作人员劝导下，这名拾荒

者终于松口，答应自愿进入救助站。

清晰的地点选择， 还要倚仗 “城市大

脑”的精准预判———一张覆盖民政、公安、

城管等诸多部门的数据网， 帮助锁定集中

露宿点。 此外，12345市民热线也成为重要

线索来源。这些天，民政部门陆续收到不少

热心市民提供的线索。

今年的专项救助行动中， 本市尤其强

调强化街面实地巡查与城市运行 “一网统

管” 网格化综合管理监控相结合，“确保每一

条救助信息都不遗漏， 每一次救助服务都不

延误”，真正实现“不留死角、不落一人”。

耐心劝解并开辟临时避寒场所

在巡街中找到人仅仅是第一步， 更关键

是如何劝动他们。

“许多流浪者不肯进站接受帮助，即便好

不容易说服，第二天又走了。”上海市救助管

理站副站长康清萍说。 有人坚持不进站的理

由是 ：“我很快就能找到工作 ， 可以自食其

力。”更多人则是不想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

救助遵循自愿原则， 面对一味拒绝的受

助对象，临时避寒场所的开辟十分关键。遍布

全市的18家民政救助管理机构目前均已设立

临时避寒场所。棉被、热水、泡面等基本生活

所需都已备齐。 对个别坚持不愿前往救助管

理机构的，巡查人员会送上御寒衣被、方便面

等，并留下印有联系方式的服务卡等。

向露宿者伸出援手的，不仅有“扫街”人

员，社工、志愿者、夜间保安、环卫工人、公交

和出租车司机……身处平凡岗位上的他们，

也成为社会救助网络的重要一员。这些年，上

海陆续出现一些专门救助露宿者的公益组

织。同时，借助庞大的社工团队，面向街头露

宿者的“一人一档”顺利建起，也让寒冷冬夜

里的巡街更有目标性。

“冻”真格也不怕，
沪郊积极御寒确保“菜篮子”稳定

本报讯 （记者薄小波 通讯员朱林 席
凌燕）寒潮来袭，这两天沪郊各蔬菜种植基

地未雨绸缪，积极准备防寒措施，确保蔬菜

供应稳定。

金山区气象局发布寒潮蓝色预警信号

后，前天白天气温就降至2℃到4℃之间，为

了保障本地蔬菜的生长与供应， 各蔬菜基

地加紧对大棚进行保暖加温。

在上海浩丰果蔬专业合作社， 基地连

夜组织了抢收，采收绿叶菜30多亩。对于一

些还没有成熟的蔬菜， 通过加盖无纺布来

进行保温。在上海思瑶果蔬合作社，番茄大

棚已加了两层薄膜，同时备好大棚增温块，

可供夜间使用。

突如其来的降温也打乱了育苗计划。

为了保障后续的种植和供应， 一些基地迅

速调整了生产，到南方基地育植菜苗。

位于嘉定区外冈镇的百蒂凯周泾蔬菜

基地前两天就开始为迎接寒潮作准备。合

作社负责人介绍， 加盖薄膜后大棚内温度

可在10℃以上，能有效保障蔬菜正常生长。

寒潮来临， 不少市民都会担心菜价会不

会大幅波动？蔬菜会不会供应紧张？记者在江

桥批发市场看到， 卸货区里各类装箱蔬菜储

备充足，运输车辆来往频繁。

“我们提前发布寒潮预警，让商户积极筹

备货源， 保证产区有菜、 路上有菜、 市场有

菜。”江桥批发市场副总经理王文明说。今年

冬天来得比常年晚一些， 有利于本地蔬菜供

应，“今年上海周边地区的气候条件比较适宜

农产品种植，蔬菜已基本上进入采收期，产量

上没有影响， 目前主要考虑的是寒潮可能带

来的货运问题”。

经营云南来沪蔬菜的商户李世忠看起来

胸有成竹， 在他的摊位上， 各种蔬菜应有尽

有。“做好了充足的准备， 备货量上有一定增

加，我们会持续关注市场情况、天气情况，灵

活应变。”李世忠说。另外，不少商户在人手配

置上做了“加工”，从原本6个人加至12个人，

做好搬运、包装等工作，以随时应对变化。

市场管理方表示，今年上海周边蔬菜采收

良好、供应量足，较去年同期价格有所降低。

▲上海地铁维保通号部门检查室外道岔转辙设备。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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