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山人海！排了好久终于买到粉红兔

子的‘谷子’（指二次元衍生品）。”张成程挤

出静安大悦城，迅速在微信朋友圈秀出战利

品。照片上，静安大悦城已被热爱二次元的

年轻人“攻占”，从1楼到5楼，热门IP活动
前排起了长队。

凡是有热门二次元IP的地方，都能“点
石成金”：这个“五一”小长假，沪上“最火”商

场几乎都与二次元强关联，蹚出了一条“商

旅文体展”共联、商品和服务共促、品牌和场

景共融的新路子。

强大购买力

张成程“五一”假期打卡的静安大悦城，

此前刚刚“一战成名”。3月29日，名创优品
XChiikawa主题快闪全国首站登陆大悦城，
有粉丝甚至提前一天带着被子来熬夜排

队。高涨的人气换得强大购买力，门店仅

10小时销售额便达到268万元；开业3天，
业绩超过800万元，客单价超过千元。

这波“泼天”的流量，为静安大悦城找到

了方向感。“五一”假期，大悦城5个快闪活
动同步进行，南座一楼中庭的粉红兔子快闪

店、三楼中庭的航海王草帽商店、中庭的樱

桃小丸子快闪店，北座一楼的T1popup
store、五楼的名侦探柯南共同打造出一个强
大的IP世界。“Z世代”也给出了热烈回应，
每层楼都有队伍长龙，打扮成动漫角色的年

轻人在商场内自在打卡、互动、购物，带动整

个商场的业绩，当年以摩天轮为代表的“浪漫

地标”逐渐进阶成二次元IP的“打卡圣地”。
3公里之外，另一家小体量商场百联ZX

创趣场也“红得发紫”。因地处南京路步行

街，这里在小红书上已经被“Z世代”标记为
“旅游打卡两不误”的商业地标。记者在现

场碰到了从北京专程赶来的王小姐，她这次

来沪最主要目的就是为了一睹商场内最近

正火的IP阿尼亚。“五一”前夕，电影《间谍
过家家代号：白》上映，动漫线下快闪展同步

落地百联ZX创趣场一楼中庭，并持续至5
月4日。
“‘五一’假期，我们每天都要限流。”百

联ZX创趣场总经理李凌告诉记者，今年“五
五购物节”，商场几乎是满铺营业，加上多家

全国首店的开业，消费者到店的逗留和购物

时间都大幅延长，“在客流量接近饱和的情

况下，销售量同比去年有大幅提升，人均提

袋率极高。”

商圈小心思

如果你穿着“松雀”（游戏《崩坏3》中的

角色）造型出现在地铁，或许有点格格不入，

但如果现身徐家汇商圈，则大概率会碰到一

堆粉丝上前“求合影”。00后许轶蓉就是
《崩坏3》的铁杆玩家，记者在“星梦偕游”主
题活动的抽奖处碰到她时，她刚刚幸运地抽

中二等奖，得到一个游戏周边金属挂件。

要得到抽奖资格，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儿。许轶蓉给记者展示了手中的打卡地图，

路线包括T20、汇金广场、OneITC、港汇恒
隆、东方商厦等，集章打卡完毕后才能抽

奖。“我和朋友都是为了游戏专程而来，逛遍

这些点位用了一个多小时，《崩坏3》周边店
则需要提前一周预约。”许轶蓉说。记者在

美罗城5楼看到，这里人流涌动，九成以上
是年轻人，不少年轻人表示是“路过，就地参

加活动”。

火爆人气背后，藏着商圈的小心思。原

来，“五一”前夕，徐家汇商城集团带着创意

找到米哈游，希望通过游戏地标与商圈地标

“破圈”联动，释放文化消费新动能。今年

“五五购物节”期间，徐家汇商圈首创“徐家汇

国漫游戏节”，以沉浸式还原游戏场景、IP限
定周边等方式，将商圈活动有机相连。除了

《崩坏3》，5月1日至5日，腾讯游戏《光与夜之
恋》也同步落地“大徐家汇”地标点位，打造梧

桐树下的“夏日热恋，爱在徐汇”活动。

从今年“五五购物节”趋势看，商场商圈

与二次元IP的结合不胜枚举。陆家嘴中心
同样与米游社联手，将C位留给“漫春青绿
季”快闪活动。陆家嘴中心相关负责人坦

言，与游戏IP联名是看中了Z世代的巨大客

流基础。统计显示，去年国内游戏市场收入

首次突破3000亿元关口，用户规模高达
6.68亿。

联动新模式

当前，中国泛二次元用户规模已达4.9
亿，预计2026年将突破5.2亿，IP合作已成
为商业体经营的重要手段之一。双方合作

大约分为几种模式：一种是商场内品牌与

IP的合作，比如近年来大火的必胜客X原神
主题店、茶百道与《未定事件簿》联名、名创

优品与Chiikawa联名都属于这一类型。另
一种是商场辟出单独区域作为二次元空

间/街 区 ，包 括 静 安 大 悦 城 的“ 八 吉 岛
i-LAND”、第一百货商业中心的“绮丽次元
街区”、新世界城的“Fun肆街区”等。此外，
整个商场商圈还会策划IP联名活动，例如
松江印象城开业期间引入巨大的皮卡丘，后

期又引入B站《时光代理人》大IP；陆家嘴中
心与米游社联手打造的“漫春青绿季”快闪

活动等。

在分析人士看来，谷子店、IP联名……
二次元消费究其根本属于一种情绪消费，年

轻人愿意为具有文化和情感价值的产品支

付溢价，商场在引入IP合作的同时，可以充
分抓住这种情感纽带来建立自己的场域。

特别是对一些老牌商场而言，二次元IP是

一个新增量，有助于商场快速导入年轻消费

群体、调整业态结构、重构商场形象。但无

论是品牌、商场还是商圈，都需要考虑如何

通过二次元IP来创造独特的文化消费体
验，将流量转化成“留量”。

也有专家认为，上海本就聚集着各大二

次元头部企业，例如，哔哩哔哩（B站）、阅文
集团、米哈游、巨人网络等，诞生了大量原

创、优秀的二次元IP。从IP进阶角度看，这
些国产IP也需要通过线下渠道以及衍生品
的销售进一步释放影响力。而商场是一个

与年轻人交流的天然容器，从这个角度上

说，加速探索“商场+国潮IP”呈现模式，有助
于商业与文化在融合中开启新的价值触点。

“商旅文体展”共联 商品服务共促 品牌场景共融

二次元  助沪上商圈“点石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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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昨天是
“五一”假期最后一天，上海迎来返程

客流最高峰。

为更好服务假期旅客集中返程，长

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高峰线运行图的基

础上，按照“一日一图”动态调配运

力，通过增开旅客列车、组织动车组列

车重联运行、加挂普速车辆等措施，增

加热门返程方向运能席位，最大限度满

足旅客返程需求。其中，上海站昨天到

达旅客65.7万人次，增开安徽、沪宁、
中原等方向旅客列车46列。为应对返
程客流集中到达，上海站、上海南站、

上海虹桥站实现了与所在区域所有地铁

线换乘单向免安检，候车室也24小时
开放。

为应对铁路临时加开，做好虹桥站

夜间列车集中到达大客流疏散工作，轨

道交通2号线定点加班车加开至今天凌
晨2点，17号线定点加班车加开至今天
零点。

同样在昨天，选择自驾出游的市民

们纷纷踏上返程道路，长江隧道向

G1503高东收费站方向车流量出现流量
集中高峰。为此，浦东交警在长江隧道

（崇明往浦东方向） 出口方向增加了警

用两轮摩托车的部署。这些摩托车作为

重要的机动巡逻力量，能够对交通事故

做出快速反应，并处置各类突发事件。

隧道出口处还配置了警保联动车辆和多

辆牵引拖车，以进一步提高事故现场的

处置效率，防止因事故引发的新的交通

拥堵。

此外，“五一”假期，浦东交警通

过“自动机场”将无人机投放在长江隧

道进出口及车辆缓行路段，严查各类突

出交通违法行为。如对非法占用应急车

道行驶的车辆及时发现、取证、追踪，

并辅助现场交警跟进处置该类违法行

为，为“生命通道”排堵保畅，有效维

护了交通安全有序。

针对小长假期间客流高峰，浦东机

场和虹桥机场加强与联检单位、航司、

出租车公司的配合，根据客流情况灵活

调整值机柜台、安检通道数量和出租车

站点发车模式，加强停车场（库）的停

车资源调配，做好守底航班的商业服务

保障等。

上海昨迎“五一”返程客流最高峰

■“五五购物节”观察②

今年“五一”小长假叠加第五届上海“五

五购物节”，各区结合自身特色推出一系列

主题营销活动，打造“商旅文体展”融合消费

场景。记者昨天从市商务委获悉，节日期

间，全市线上线下消费金额达530.3亿元。

各商圈人潮涌动，境外游客
超  万人次

根据消费市场大数据实验室（上海）监

测数据，节日期间，全市线上线下共计消费

530.3亿元。其中，线上消费235.4亿元，比
2023年同期增长8.3%。监测的35个商圈
进店客流总量2569万人次，比2023年同期
增长5.4%。境外游客客流超10万人次，比

2023年同期增长62.2%。
据银联商务大数据监测数据，节日期

间，全市线下消费308.1亿元。其中，外来
消费149.0亿元，占全市线下消费比重近
半，较2023年同期增长0.7%；消费人次
1448.6万人次，较2023年增长9.1%。

抽样调查200家零售和餐饮企业的数
据显示，节日期间，长宁龙之梦购物中心、

虹桥天地、静安大悦城、蟠龙天地、松江印

象城等样本销售额增速均超10%。

“商旅文体展”联动，打造沉
浸式购物环境

节日期间，南京路步行街、豫园、徐汇

滨江、迪士尼度假区等热门商圈、地标人气

满满，迎来大客流。节前上线的“上海市促

消费活动宣传平台”小程序汇聚全市精彩

活动，每日推动活动近200场。
商圈经济持续火热。南京路商圈的公

交20路变身移动步行街，在车身和车厢集中
展示真老大房、稻香村、邵万生等老字号经典

元素，部分老字号还延长营业时间，带动销售

额不同程度增长。虹口区结合苏州河夜游

项目，打造北苏州路“商旅文”IP市集活动，北
外滩商圈节日期间销售额大涨53.7%。浦东
前滩商圈打造“Let'sBondWell趁心聚生
活”国际文化艺术主题活动季，构建一场热情

与摩登的“世界文化交流舞会”。

节日期间，汽车、家电的以旧换新补贴

叠加“五五购物节”优惠，带动绿色消费成

为消费主角。数据显示，绿色智能家电补

贴商品交易量1.6万单，销售额1.3亿元，比
平时周末增长40%。

沪“五一”线上线下消费超   亿元
■本报记者 徐晶卉

这个“五一”假期，西岸国际咖啡生活

节落下帷幕，但咖啡之约，还在继续。

西岸国际咖啡生活节与“五五购物

节”、上海（国际）花展“三节”联动下，1.5公
里滨江岸线人头攒动，1.7万平方米滨水空
间融合了咖啡、花展、文旅、展演等丰富元

素，咖啡市集汇聚了超180个展位。数据
显示：假期前4天，徐汇滨江接待市民游客
近40万人次。

西岸国际咖啡生活节，是水岸消费新

地标，更是“商旅文体”融合的一片试验

田。一江春水畔，近80场传统演艺及现场
演出等各类跨界内容，一些展商忙得脚不

沾地也不忘与顾客聊聊“咖啡心得”。这，

或许就是西岸国际咖啡生活节的意义。

“上海市民是喜欢时髦、扎劲的”

咖啡节闭幕后，云南曼箐庄园主理人

张晓芸揣着一沓名片飞回彩云之南。这些

名片，都来自有合作意向的咖啡上下游企

业。微信列表还多了不少爱咖啡的上海市

民，“这些是现场没买到的顾客，回头寄到

他们家”。

张晓芸这次把最好的云南咖啡带来上

海。她没想到，精品咖啡如此受欢迎，10个
品种的豆子，前三天全部售罄，最后一天只

能卖咖啡的周边。短暂接触中，张晓芸感

受到咖啡与西岸的紧密连接。在徐汇滨

江，伴随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模速空间”

等入驻西岸传媒港，高新产业的加入推动

了大量“办公咖啡”需求在西岸涌现。眼

下，张晓芸计划建个上海福利群，及时分享

新品，“上海市民是喜欢时髦、扎劲的”，这

是她刚学到的上海话。

来到“乔咖啡”展位，点上一杯招牌手

冲，细细品味，醇厚的口感中透露出丝丝甘

甜。这是百年老字号乔家栅首次参加西岸

国际咖啡生活节。他们与今亚金店搭台，

共同展现海派国潮创意。“咖啡是个‘切入

点’。”乔家栅相关负责人说，以咖啡引流，

让更多年轻人来了解传统的中式点心。

超越咖啡的多元体验

咖啡节期间，徐汇区积极发挥消费资

源禀赋及区域特色，促进“商旅文体”消费

全域联动，最大限度释放消费活力。

体育赛事“热辣滚烫”——在徐汇滨江

篮球广场，紧张刺激的3对3篮球赛连续举
办两天，24支队伍激烈对抗。小轮车慢骑
挑战、独木桥技巧挑战、滑板过杆挑战……

FISE世界巡回赛在本次咖啡节带来一系列
精彩纷呈的都市极限运动体验活动。

“商旅文体展”深度融合越来越紧密。

在上海天文馆“银河补给站”，独一无二的

上海天文馆飞碟冰淇淋、西岸限定口味宇

航员冰淇淋蛋筒拉近了市民游客与宇宙的

距离；《繁花》中的宝总同款车、电影《飞驰

人生2》原型车等的到来，也让大家更深入
体验“咖啡+车”的独有魅力。

花香咖啡香氤氲消费新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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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岁的邵茹鹏有个“独门绝技”：把榫
卯缝隙控制在一根头发丝的距离，即0.2
毫米。

为了练就这身本领，他一周六天都在

训练，拿着凿刀一刀一刀划拉木头。刀柄

抵着手掌，磨出泡后被刀划破，日复一日、

磨破又愈合，落下一手老茧。汗水、木屑、

疼痛，弥漫了实训教室。

付出总有回报。他在2022年世界技
能大赛特别赛精细木工项目上夺得金牌，

使我国在世赛精细木工项目实现“零”的突

破，向世界展现了中国传统木工技艺与现

代技术的完美融合。

现如今，成为带教老师的邵茹鹏，正在向

更年轻的学子们传授技艺。“希望更多青年能

成为技术能手、走技能成才之路。”

追求完美的“轴”劲成加分项

兴趣是打小种下的。有木工师傅到邵

茹鹏家里打家具，出于好奇，他拿着斧头劈

东西，不小心剁伤了手指，留下一条淡淡的

疤痕。这次受伤并没影响他的心情，他常

常跟在从事建筑行业的父亲身后，在工地

上学习锻炼。

考入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后，他发现

了“创意木工社团”这一片崭新天地。彼

时，学校并没有木工专业，以社团形式招募

培养木工人才梯队。进入社团后，勤学苦

练的邵茹鹏又通过学校木工基地的选

拔，被录取为世赛精细木工项目基地梯

队选手。他逐渐找到了做木工的诀窍：像

用自己的手一样去操纵工具。也就是通过

成百上千次重复性的削木头训练，达到熟

能生巧。

备赛与平时训练并不相同，要懂取

舍。“木头做得再完美总有瑕疵，教练告诉

我们，比起‘深究’比赛各个单项分，要争取

总分更高。可我就是要每分必争。”比如，

在进行内榫训练时，凿出的榫头和榫眼总

会留下毛边、刀痕。虽说不影响成品，可邵

茹鹏一定要凿出“干净无瑕”。每天做训练

时，他都比别人多花几小时调整细节精度，

一遍遍调整刀工角度、力度。

一同训练的同学按照教练的办法取

舍，获得了高分，“有怀疑过自己，但我不想

放弃，只要再练一练，一定能做好。”凭借这

股“轴”劲，邵茹鹏一练就是两年。“不知不

觉中，我的内榫瑕疵越来越少，真的做到了

近乎完美。”也正因如此，内榫成了邵茹鹏

的“加分项”，一般选手最多只能拿到25分
中的15分，可他能达到20分以上。“训练再
苦再累我都顶下来了。我这人就是很倔很轴，所以早早下定决

心，必须一次成功，用最好状态参加一届比赛。”

把曾经的绝招以更简单的方法传授给学生

“少年老成”，说的就是邵茹鹏。

世赛特别赛上，赛前公布的图纸与正式比赛所用的图纸截

然不同，后者不仅工艺复杂，还需要用1.70米的圆规来画圆弧，
而这在日常训练鲜有涉及。好在邵茹鹏临场应变，用现有工具

现场拼出了一个1.70米的圆规，化险为夷。
参赛那年，邵茹鹏刚满20岁，出奇沉稳。他花了近五年时

间登上世赛最高领奖台，比起同龄人丰富多彩的生活，一成不变

的是训练艰苦、枯燥。“有想过干脆不练了，可转头一想，都坚持

了这么久，我不想半途而废，不想让身边人失望。”

参赛前，他已毕业留校担任带教老师。“金牌选手”转变了身

份，却依旧是最刻苦的人，每天与学生同进同出，下班后还得加

班补习知识。一有空，他便去参观家具展、研究古建筑，从各类

结构中寻找灵感。

曾经内敛的小男生，也学着打开心扉变“话痨”。每逢学生

碰到难点，他都会抽丝剥茧分析，把他曾经的绝招以更简单的方

法传授。最近，徒弟王佳辉正在进行窗户加工练习，他习惯在图

纸上精准画好每个部件后统一加工。这与邵茹鹏自己的方法有

些差异，但邵茹鹏没有立刻否决，而是跟着他一起研究探讨。最

终想到个折中的“技巧”，即在画每个部件时留一条延长线，既能

保证精准度又能避免“错了重来”。“我在学着用学生的思路制定

‘培养方案’，这样他们才能明白怎么去做，愿意去做。”

如今，王佳辉也成为世赛基地精细木工项目梯队选手，邵茹

鹏说：“我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培养个冠军徒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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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茹鹏，上
海市城市科技
学校（上海科创
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2022年
世界技能大赛
特别赛精细木
工项目金牌获
得者，曾获评第
27届中国青年
五四奖章、全国
技术能手、上海
市技术能手等。邵茹鹏（左）在指导徒弟。本报记者 占悦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