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节期间，上海线下消费支付金额达

371亿元，同比2019年农历同期增长28.6%，

这是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得的数据。重点

领域拉动消费、冬奥经济培育新亮点、预制菜

成当红新赛道……上海“跨年迎新购物季”掀

起一股消费热潮，为上海建设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增添了一份虎虎生威的年味。

重点领域带动，线下消费
前低后高

来自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的监

测显示，1月30日至2月5日，上海线下消费支

付金额371亿元，同比2019年春节同期增长

28.6%。从数据来看，受去年春节原地过年和

今年春节雨雪天气等因素影响，全市线下消

费呈现“前低后高”的回升态势，其中农历虎

年正月初四、初五，全市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分

别同比2021年同期增长14.6%和19.0%，同比

2019年同期增长57.9%和39.2%。

记者注意到，重点领域的消费增长明

显。化妆品、鞋帽、粮油食品等品类消费，同

比2021年分别增长达到1.9倍、1.3倍和0.7

倍，同比2019年分别增长2.2倍、3.5倍和2.6

倍。从各大商圈看，“五个新城”消费人气兴

旺，嘉定印象城、青浦万达茂、松江万达等企

业销售额，同比增速均达到两位数以上。

新春登高、郊游聚会、看灯观影……新春

佳节，特色主题活动导流效应明显。豫园商

城整合域内老字号、非遗匠人以及非遗体验

项目，打造特色街区，节日期间全天最高客流

量超30万人次。百联集团推出“10亿红包大

拜年”，旗下联华超市、东方商厦、永安百货，

春节假日7天销售额环比节前增长明显。

喜迎冬奥盛会，冰雪消费
培育新商机

虎年春节期间，2022年北京冬奥会美轮

美奂的开幕式和冰雪特色比赛项目，为上海

消费带来新亮点。

围绕冬奥会主题，各类真冰场从“隐匿”

在商场变成了“C位出道”，孕育出上海消费

增长新动能：长风大悦城推出冰雪嘉年华，

1000平方米的真冰乐园助力冬奥，春节黄金

周7天销售额同比增长明显；上海白玉兰广

场策划了国际冰雪节，1200平方米户外巨型

冰场带来冬日北国体验……不少商场及品牌

也纷纷推出冰雪消费新尝试，如位于南京路

上的第一百货商业中心就打造了一辆“为冬

奥加油”专属巡游大巴。

餐饮消费火爆，预制菜
成为当红新赛道

市商务委的数据显示，春节期间上海餐

饮业线下消费支付金额为39.2亿元，同比

2021年增长8.7%。抽样统计显示，全市年夜

饭堂食总量，同比增长约10%，中午堂食同比增

长近15%；年夜饭外卖销量，同比增长近20%。

春节期间，网络年货节活力满满，其中预

制菜成为当红新赛道。叮咚买菜数据显示，

高端预制菜7天卖出了300万份。其中，上海

市民最喜欢的预制菜包括红烧圆蹄、鲍鱼煨

猪蹄等。盒马鲜生上海地区销售额增长超过

30%，其中预制菜、进口牛肉销售实现两位数

增长；达达集团旗下京东到家开展“京东小时

购”服务，超过10万家零售门店线上营业，上

海地区销售额同比增长约1.4倍。

数据还显示，上海主副食品市场货源供

应正常、总体平稳有序。45家标准化菜市场

猪肉后腿零售均价36.7元/公斤，同比下降

32.2%，蔬菜零售均价9.1元/公斤，“菜篮

子”稳定。

重点领域拉动消费、冬奥经济培育亮点、预制菜成当红新赛道……“跨年迎新购物季”掀起消费热潮

虎虎生威！春节七天上海线下消费达37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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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唐闻佳）上海市疫情
防控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最新发布，根

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有关要求，经市

防控办研究决定，自2022年2月7日零时

起，将奉贤区奉城镇幸福村8组由中风险

地区调整为低风险地区。自2022年2月

7日零时起，上海全域均为低风险地区。

本市将继续坚持主动防控、科学防

控、精准防控、综合防控，持续落实落细

常态化疫情防控各项措施，毫不放松抓

好“外防输入、内防反弹”工作，全力保障

市民身体健康，全力守护上海城市安全。

2月7日零时起上海中风险地区清零

昨天是大年初六，春节小长假步入

尾声，回乡过年的人已陆续返回，根据各

地防疫要求，核酸采样成不少人新年复

工、复学的必备。在上海，记者走访多家

核酸采样点看到，整体采样人流平稳，不

少医疗机构不仅提供24小时核酸采样

服务，并已做好“大客流”备案，将根据采

样现场情况实时加开“窗口”。

“随到随测，非常方便。”昨天下午，

在瑞金医院的核酸采样点，外地返沪的

王小姐拉着拉杆箱直接赶到采样点，现

场自助预约、当场采样，全程不过5分钟。

在同仁医院的核酸采样点，现场也

基本“随到随测”。紧邻虹桥交通枢纽，

作为区域医疗中心的同仁医院在一次次

实战中积累了采样“大客流”应对经验，

已做好多重预案快速疏散人流。

为进一步加快采样流程，本市医疗

机构提供在线预约核酸检测服务。以岳

阳医院为例，市民可通过“上海岳阳医院

服务中心”公众号在线申请核酸检测，或

通过现场的“核酸检测自助服务机”进行

一站式自助服务。检测结束后，可在“上

海岳阳医院服务中心”微信号及手机“健

康云”App上查询检测结果。

为更好满足大众“愿检尽检”需求，

方便春节假期期间来沪返沪人员加强健

康管理，上海市卫健委进一步优化区域

布局，目前，本市190家医疗机构提供核

酸检测服务。

除核酸检测，返程者还需要做什么

准备？根据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2021年12月31日发布的上海

市关于加强元旦、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工

作的管理规定：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

人员应暂缓来沪返沪，待所在地区风险

等级降至低风险后方可来沪返沪；所有

已抵沪的来自国内疫情中高风险地区人

员，应在抵沪后尽快且12小时之内，向

所在居村委和单位（或宾馆）报告，将根

据其出发地和途经地疫情风险等级实施

分类管理；对所有来自或途经国内疫情

高风险地区或当地政府宣布全域封闭管

理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一律实施14天

集中隔离健康观察，实行4次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第1、4、7、14天）；对所有来自或途

经国内疫情中风险地区的来沪返沪人员，

一律实施14天严格的社区健康管理，实

行2次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第1、14天）。

本市医疗机构、学校等有关单位加

强健康码查验，协助来沪返沪的工作人

员、学生等落实相应健康管理措施，严格

落实相关人员在来沪返沪后48小时内

进行一次核酸检测，并督促开展7天的

自主健康监测。7天自主健康监测期

间，每天早晚两次自测体温，减少不必要

的人群聚集活动，规范佩戴口罩。

从容返程有备无患，上海市健康促

进中心也发出“返工”健康提醒：做好“三

查三对”，做到“四舍五入”，开启新一年的

奋斗。“三查”即：查疫情风险等级；查各地

防控政策；查行程码、健康码。这些都可

搜索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获取。“三对”

即：核对防护用品（备齐口罩、免洗手消毒

剂等）；核对随身物品（身份证、手机、充电

器、钥匙、钱包等）；核对健康状况（是否有

发热咳嗽等症状）。“四舍五入”即：舍弃熬

夜赖床、暴饮暴食、久坐不动、消极情绪“不

良四项”，入手设定目标、规律作息、合理膳

食、科学锻炼、心理调适“健康五条”。

春节假期结束，防疫举措还需坚

持。市卫健委提醒市民继续加强自我

防护，坚持“防疫三件套”、牢记“防护五

还要”。

市健康促进中心发出“返工”健康提醒：做好“三查三对”，开启新一年奋斗

上海医疗机构24小时核酸采样满足需求

■本报记者 徐晶卉

一圈又一圈，53岁环卫工人张绪绕着铁路

上海站南广场循环往复，弯腰、低头、起身，将树

叶纸屑捡回垃圾袋，又拿起挂在腰间的消毒喷

雾为废物箱清洗消毒。

这个春节长假，包括张绪在内的众多基层

职工坚守岗位，让城市整洁干净、运转井然有

序。倚靠在清洗车旁，张绪从兜里掏出两个包

子慢慢咀嚼，缓缓升起的阳光洒在他脸上，忙了

快2小时，他刚来得及吃上一口早饭。

春节假期，“城市美容师”的工作却一项也

没少。这两天的低温，上海站南广场部分地面

结起了一层薄冰。清晨5点半不到，张绪就来

到了南广场地铁口，对着台阶一层一层撒盐。

等冰块融化后，他开来洗地机来回“穿梭”。

“破冰”清扫后，张绪还要对路面进行消毒，

沿着南广场外侧石龙路来回走上几遍，拾掇垃

圾废物，用竹签通通“沟眼”。全部忙完，已经正

午时分，通常这个时候，他才有空和远在江苏淮

安的家人通个视频电话。

1996年来沪工作后，张绪有很多个春节都

没法和家人团聚。每次他“连哄带骗”告诉家

人：“明年一定回家。”但最终还是选择留守上

海，守好城市整洁面貌。“等疫情好一点了再回

去，这里还有很多清扫工作需要我来做。”

同样，年轻环卫工人张飞今年是第一次在

沪过年。这个长假，他也一刻没歇，每天做好南

广场的清洁，也看过一场电影，也和同事们一同

体验写春联等民俗活动。“头一次不在家过节，

热闹温馨一样都没少。”

针对这些坚守岗位的基层职工，全市工会

系统开展“陪你过大年”系列活动，以静安区为

例，春节期间开放了9家户外职工爱心接力站，

其中两家24小时“不打烊”，让忙碌了一天的职

工们随时随地可走进去“歇歇脚”。爱心接力站

内不仅贴满了春联窗花，每天放置着不同的坚

果零食饮料，营造暖意满满的过年氛围。“这座

城市灯火通明，也温暖着我的年。”有户外职工

这样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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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周辰）刚过去的春节假期，上海公安机关持续
启动社会面防控高等级勤务，精心组织、周密部署春节假期安保

工作，从严从实从细抓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各项措施，全力

确保上海社会大局稳定、治安秩序良好、城市运行安全有序。截

至昨天17时，全市报警类110警情同比下降40.6%，未发生有影

响的重大刑事、治安案件和交通、火灾事故，实现烟花爆竹禁放

区域“零燃放”“零火灾”目标。

春节期间，上海公安机关全面强化社会面整体防控措施，坚

持科学用警、精准用警、灵活用警，最大限度把警力摆上街面、压

到一线，确保社会治安平稳有序。

全市报警类110警情同比降40.6%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昨天是农历虎年正月初六，也是春节
长假最后一天，长三角铁路迎来返程客流高峰，当日发送旅客

142万人次。

铁路部门加大运能供给，增开长沙、汉口、徐州、阜阳、宁波

至上海，郑州、南昌、温州、衢州至杭州，武汉、黄山、安庆、淮北至

合肥等方向202趟旅客列车，组织225趟动车组列车重联运行，

确保长三角与全国主要城市，以及长三角区域内城市间的返程

客流出行需要。

春节假期，铁路部门坚持以旅客需求为导向，全力做好常态

化疫情防控形势下旅客服务，不断提升旅客出行体验，努力打造

安全、有序、温馨的出行环境。上海站在出口处安装投用35台智

能防疫查验闸机，方便旅客出站后快速通过；上海虹桥站协调加

密或延长夜间地铁、公交车开行时间。为提升重要交通枢纽夜间

疏散能力，昨晚，上海轨道交通1、2、10号线加开定点加班车。

长三角铁路昨现返程客流高峰

根据昨天公布的上海旅游大数据，这

个春节假期，不少市民游客的文旅新消费

正是发生在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中、穿街

走巷间。以沉浸式微旅行为特征的“海派

城市考古”，成为超大城市挖掘文旅新资

源、新增量的新途径。

“海派城市考古”，既能激发市民游客

对于城市历史文化的怀旧和想象，也激发

更多人对城市发展变迁的关注和探究。在

阅读城市过程中，发现更多都市文化资源，

挖掘人文价值，让人们从简单的“网红打

卡”，进入到文化体验的更高阶段。这一颇

具潜力的都市旅游方式，也将有助于凸显

上海都市型全域旅游的新风采。

“考古”撞上城市“烟火气”

武康大楼、百代小楼、市中心“口袋

公园”等，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人

们更青睐身边的风景。“海派城市的旅游方

式是看见、听见，更是遇见。漫步街区，每

一条马路都有它的历史，每一块砖都有它

的故事，每一棵树也都有它的记忆……”市

文化旅游局局长方世忠表示，愿意当好

“海派城市考古”领队，发展人人都可参

与的“海派城市考古”，推动上海文旅融

合高质量发展，打响“上海文化”和“上

海旅游”品牌。

利用闲暇之余穿街走巷，深入青砖红瓦

的石库门弄堂，看着形态各异、中西合璧的

梧桐树下老洋房，闻着炒菜香，听着老房子

里的故事，让“考古”撞上城市“烟火气”，历

史、文化、旅游的价值才能真正“活起来”。

中国旅游教育协会理事楼嘉军教授告

诉记者，城市考古不仅要静态系统记录、考

证、梳理城市物理空间下的文脉肌理和生

态分布，更要动态系统整合、盘点和宣传推

介城市文化旅游资源，从而打造、提升、完

善和赋能城市文旅功能和内涵。

文旅大IP解码海派文化基因

旅游达人心中，外滩有两个：中山东一

路的外滩、中山东一路背后的外滩。繁华

热闹的背后，有艺术展览、经典地标，也有

耐人寻味的转角咖啡馆。

虎丘路上，画廊云集，贝浩登画廊在巴

黎、纽约、东京等处都设有分部，和包括村

上隆等知名艺术家都有过项目合作。当前

展览《仓谷惠美 EmiKuraya：悠长假期》将

持续至3月26日。

近郊，也散落着不少好去处，国家森林

公园、湿地公园、A级景区……明艳的天光

水色，恰是城市周边的点点黄金。

各种场馆加快破圈，上海科技馆和上

海自然博物馆揭示自然规律，各类文化场

馆则酝酿着艺术与思想的碰撞……

“让一座城真正成为外国人眼中的中

国、中国人眼中的上海、上海人眼中暖意

的原乡。”方世忠表示，上海文旅大IP正

在解码海派文化基因，结合城市有机更新

和精细化管理，全面实施“道路+”“公

园+”“生活圈+”三大文旅工程，打造更

多“小而美”的家门口新空间，主客共

享，近悦远来。

“海派城市考古”，带来新消费新增量
■本报记者 何易

本报讯 （记者何易）农历新年“跑虎
字”，线上非遗新体验，在文旅场馆给未来

的自己寄送明信片……疫情防控常态化的

大前提下，这个春节长假给上海这座超大

城市的文旅行业带来了新机遇新挑战。拓

展新场域，开创新模式，实现新交互，挖掘

新流量——全市文旅系统精心营造虎年春

节氛围，让在沪过年的市民游客时时处处

感受暖意、惬意、诗意，实现了春节假日文

旅市场欢乐、祥和、安全。据上海旅游大数

据监测，春节假期本市共接待游客1098.36

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77.21亿元。

体育爱好者、Z世代新青年纷纷通过新

颖的“跑虎字”迎接虎年的到来，更在社交

媒体上刮起了一阵晒“虎字路径图”热潮。

参与者纷纷表示，在位于徐汇区的衡山路

复兴路历史文化风貌区，新年跑出“虎”字，

领略梧桐树下城市风情和街区风貌。

以“街道+非遗”“古镇+非遗”“商圈+

非遗”“景区+非遗”等为主要场景，上海策

划推出相关文旅活动近500项。在金山枫

泾、宝山罗店等古镇，通过展现非遗特色项

目的彩灯氛围场景和非遗剪纸、古镇光影

影像艺术、非遗老字号及非遗美食等新春

民俗，营造“古镇过大年”氛围。

上海世博文化公园的“初上 ·灯华”申

园宫灯展，上海大世界的“阿拉过年”大世

界新春游园会和非遗传习主题活动，群艺

馆举办的以“赏年画过大年”为主题的新年

画上海联展活动等，吸引市民沉浸式体验

非遗技艺，领略民俗韵味。

到各大艺术场馆观展，也成了沪上文

旅度假的新模式。沪上多家美术馆的迎春

画展和生肖画展营造出一派欢乐喜庆氛

围，中华艺术宫“上海中国画院2022迎春

画展”、上海虹桥当代美术馆“啊呜啊呜老

虎来了！”等品牌展览，带来浓浓虎年春意。

上海各家在线新平台、数字新媒体纷

纷开设过大年活动话题，云端分享申城过

年新乐趣，促进新春线上文旅消费。携程推

出“乐嗨上海过大年”2022年春节系列活

动，抖音开展2022年“#乐嗨上海过大年#”

主题宣传活动，腾讯推出“乐嗨上海 ·好看

中国年”专项活动，都市旅游卡推出“福虎

贺岁”线上主题活动。据统计，过大年专题

专页累计曝光浏览量近6亿人次。

本市各类公共文化场馆等也纷纷推出

“云展览”“云演出”等云端体验活动。本市线

上主要文旅活动累计吸引浏览量326.99万人

次。全市重点商圈、购物中心、特色集市等

也开设线上分会场，吸引新消费群体关注。

申城春节旅游收入逾177亿元

 南京西路一家商场的年味

装饰。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黄浦滨江滑板极限公园户

外真冰场。

 市民购置年节

饰物。

本报记者 张伊辰摄
制图：李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