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写

    疫情结束后最想干什

么？逛街化妆喝奶茶？这些
似乎都比不过一顿火锅。

三五人围坐一桌，火锅腾
腾冒着热气的，慢慢聊天，

慢慢涮菜，也不怕久坐菜
凉。随着疫情逐步平稳，餐

厅恢复堂食，哥老官、海底

捞、谭鸭血、电台巷等网红
火锅，统统都回来了。闻风

而动的“吃货们”也早已按
捺不住，取号排队、上菜开

吃，熟悉的味道又回来了！

最怀念是火锅
“幸好事先打了电话，

否则就要等位呢！”想火锅

的第 N天，小孟终于约上
了闺蜜们，走进了阔别已

久的谭鸭血长寿路店。
“热辣辣的红汤在锅

里翻滚，冰可乐从喉头滚

落，吃不到火锅的日子里，
我翻看自己过去拍的照片，

仿佛都能闻到那股麻辣鲜
香的味道。”小孟的这番思

念，可有不少“同道中人”。
上周末，本市各大商圈的网

红火锅店门口，都迎来了久
违的取号排队人群。

“3月 6日，我就看到谭
鸭血火锅的公众号推送了

一条复工开业消息，第一时
间转发进了闺蜜群，大家立

马响应，问什么时候聚会。”
但小孟还是决定再观望一

下，“等一等，看看别人怎么
行动”。直到上周末，小孟一

行四人终于走进了阔别许
久的火锅店。

“没想到这么多人吃火
锅，看来大家都憋坏了。”小

孟告诉记者，原本她打算晚上 6时
“开饭”，却在电话中被门店服务员告

知，晚市 5时半至 7时半左右要等
位，建议午市来。她立马改了计划，提

前冲进了店里。

久违的取号等位又在各大商圈
出现，其中火锅几乎占据“半壁江

山”。上周六，记者在电台巷火锅人
民广场旗舰店看到，晚上 6时，有五

六十人在店门口等待，店员一边发
号，一边提醒顾客不要在门口聚集，

先到其他地方逛逛，然后再回来。
“最近周末的中午也开始排队，

不过等的时间不算长，大概等四五
桌的样子就能进去。”店员告诉记

者，晚市的人气要旺得多了，甚至有
顾客下午 3时多就来了，不过一般

5时前不需要等待，高峰时段等位
时间也比过去要短。

做防护很配合
“本来上周五晚上就

想去海底捞了，结果北京

西路店爆满。周六再打电
话到海宁路店，一听说人

不多，就马上‘杀过去’
了。”吃到熟悉的味道，龚

小姐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发

朋友圈，还不忘记录下店
家的种种防范措施。

“一进门就有消毒液，
我很配合地招呼店员往我

衣服上、手上多喷喷。”她
笑说，走到二楼后，还有免

洗消毒液等提供，每桌之
间也有一定的距离。“入座

之后，店员还提醒我们，离
开座位的时候最好戴上口

罩。如果嫌麻烦，可以让店
员帮忙去拿调料、水果，不

过我们更喜欢自己动手。”
而在电台巷火锅，相

比过去一桌桌紧挨着的拥
挤，店家已经调整了桌数，

每桌之间都保持安全距
离，尽管店内座无虚席，但

仍然比较安心。量体温和
出示随申码，也依旧是在

外用餐的标配，完成这一
套程序后，就是最令人期

待的时刻。
铜壶中的白汤缓缓注

入铜锅中，花椒、辣椒、姜

末、黄油融入其中，变成一
锅火辣辣的红油辣锅，等到

红汤开始翻滚，小孟和闺蜜
们的四双筷子便迫不及待

了———鸭掌牛蛙先煮，毛肚
七上八下入嘴，牛肉羊肉双

双下锅，等待中先尝一下
酱料咸淡⋯⋯

“我自己在家做过麻辣香锅，

也叫过火锅外卖，但都不及这十分
之一，火锅还是人多才有气氛啊。”

小孟说这话的时候，还用纸巾擦了
擦眼睛，立马被闺蜜们调侃：“哎，

你不会感动到哭了吧！”原来小孟
宅家的日子里，很久未佩戴隐形眼

镜，这次戴隐形眼镜外加火锅辣味

熏天，眼睛一时没习惯便“流泪”
了。这个幽默的误会也将就餐气氛

炒到了最高点，“吃完去逛街吧！”
“想去超市买冰激凌。”“没错！我还

想喝碎冰冰。”
趁着春光正好，要把从前心安

理得的日子再过一遍，女孩们你一
言我一语敲定了下午的行程。原来

吃的不只是火锅，更是那种热腾腾
的生活的感觉。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钱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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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金志刚）春天来
了，上海人，杏花楼的青团一定要

吃，光明的大白兔雪糕也要尝鲜！统
计数据显示，3月以来，上海老字号

在线上涨势喜人：仅在天猫一个电
商平台上，杏花楼成交额同比大涨

341%，光明业绩环比增长了 2倍，
红双喜、恒源祥等均实现倍增。

老字号“玩”起跨界创新
新零售让“老店经济”火了。近

年来，老字号纷纷“玩”起了跨界创

新，成为一股潮流。泸州老窖出香
水，老干妈卫衣亮相纽约时装周，大

白兔唇膏上线 2秒即售罄⋯⋯通过
电商和新零售，老字号品牌获得越

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打开了新的
市场。

其中，上海老字号“触网”最多、

增长最快、也最会玩。光明、杏花楼、
百雀羚、大白兔、回力、英雄、美加

净、恒源祥、红双喜、老庙黄金等一
大波老字号品牌，都在天猫上玩得

风生水起，重焕青春。
即便在疫情期间，上海老字号

也没有停止创新步伐。光明接连在

天猫首发新品，带动业绩大幅提升，
“彩虹瓶”酸奶上架后销量破万，大白

兔雪糕更是掀起“回味童年”的热潮。
伴随“宅家”运动、亲子运动的

走红，红双喜联合天猫上线的乒乓
球训练器，成为明星单品，带动店铺

成交额同比增长超 100%，甚至变成

“逗猫神器”，吸引了一大批年轻粉
丝，下单的消费者中 90%是新客。

门店导购变身直播达人
眼下最流行的直播带货，上海

老字号玩起来也是得心应手。百年

老字号杏花楼的王牌单品“咸蛋黄

肉松青团”，以往一直是线下首发，
甚至要排队 8小时才能买到。今年

第一次在天猫线上首发，最火爆的
一场直播仅用 10秒售罄 13万盒，

目前已经累计卖出了 80万个青团，
成交额破 500万元。

老庙黄金位于上海、杭州、成

都、重庆等城市的线下门店纷纷入
驻淘宝直播，上海豫园店、南京东路

店等门店导购转身成为直播带货达
人，让门店在线上聚集了人气，最高

一场直播就成交了 13.9万元。“门
店直播正在成为我们的新常态，带

来业绩的新增长。”老庙黄金相关负

责人表示。

老字号孵化国潮品牌
老字号孵化出的国潮新品牌，

也见证了“老树新生”的商业活力。

上海家化旗下的创新护肤品牌玉
泽，针对“口罩脸”推出积雪草安心

修护面膜，新品在天猫一上线就成
为爆品，淘宝直播中最高一场卖出

156万片。短短一年间，玉泽超越诸

多国际大牌，从天猫美容护肤行业
151名到跻身前 10名，成为国货新

生的经典案例。

小小油条店，连着一家人的生计，暖着周边居民的胃

阿拉额“四大金刚”回来了

跨界发新品，线上玩直播，上海老字号新零售“嗨”了

    位于岚

皋路 40弄的
老弄堂油条

铺，自 2 月
22 日复工以

来生意逐渐
转好。店主王

师傅表示，刚

开始每天营
业额 400 元

左右，现已恢
复到日营业

额 800元。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老弄堂
油条铺

赢先机
布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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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油条一根，椒盐葱花饼一

块，再来碗咸豆浆。”住在姚西小
区的秦老先生出门买菜看到延平

路张记油条店开了，不自觉加快
了脚步，“还好，堂吃位子蛮空

的。”
也许是小店周末才刚恢复营

业，还没有多少邻居知道，秦老先

生报了“老三样”后称心落座。不
过，原来 7元的配置，今天略涨了

5角，秦老先生有点不高兴：为啥
多了 5毛钱？店主马银凤指了指

贴在玻璃门上的告示说：特殊时
期，堂食外带一律用一次性打包

盒，打包盒 5角钱一个。

烟火气再归来
《早餐中国》的片头里藏了句

名言：“人在异乡，胃在故乡。只需

早起，就能找到故乡”。上海的早
餐店是城市里最有烟火气的地

方，像手里朴实无华的四大金
刚———踏实，管饱，满足。油条下

锅时青烟冒起，咸甜大饼刺激味

蕾，热腾腾的豆浆熨帖身心，粢饭
团里咸菜肉松内有乾坤，这份独

属于上海的美好辰光是生活逐渐
步入正轨的写照。

马银凤的早餐店开了十几

年，经营豆腐花、麻球、糖糕等 10

多种早点，从浙江温州回沪隔离

14天后，她就迫不及待地上工了。
店里的服务员被困在了老家，马

银凤只能让丈夫老马兼职帮忙。
来来往往都是附近小区的熟客，

看到马银凤就像看到了老乡：“想

死了，你们怎么才来！”“好久没吃
粢饭团了，我要买两个。”

也不是说延平路附近没早餐
店，余姚路边有面馆、昌平路上有

包子，而且它们都比马银凤开得
早，只怪上海人对四大金刚太执

着，对这家街边小店有情结。就这
样，马银凤夫妇每天凌晨 3时起

床、中午 11时收工，进货、揉面、蒸
糯米、熬豆浆，煮豆花，忙得不亦乐

乎。为减少交叉感染，老马还把店
里的不锈钢碗全部用胶带封好打

包，以免食客误取。
这时，一位爷叔带着两个塑

料餐盒，让老马盛点豆腐花，还要
了“粢饭”，“多装点会额外收钱

吗？”“不收，都是熟客啦。”将两个

盒子打满豆腐花，老马递了个眼

神，一边夹紫菜虾米，一边聊起了
和居民的“暗语”———本地居民通

常把粢饭糕说成“粢饭糕”，粢饭
团说成“粢饭”，这是商户和居民

长达十年的默契。如今，延平路张

记油条店刚刚恢复营业，原来一

天油条能做掉七八十斤面粉，现
在虽然没达标，但马银凤还是坚

持着老本行：“不急不急，春天来
了，等学校开学了生意会更好。”

早餐市场回暖
近两周，上海的大街小巷、

弄堂口、拐角处，熟悉的早餐店

扎堆复工，菜场里也逐渐配置齐
全，阳普鞍山菜市场、华环李园

农贸市场、高陵路菜场等恢复了
不少人气，千里香馄饨、兰州拉

面、山东煎饼、淮南牛肉粉丝汤

的卷帘门也纷纷打开，堂食打
包，人烟辐辏。

小店如此，大店亦然。一份上
海市早餐工程产业联盟提供的数

据显示，24家企业中 90%已经复
工或基本全面复工。小杨生煎复

工率达 90%。大富贵酒楼小吃复
工率 85%，营业额恢复 80%。老盛

昌春节期间坚持开业未曾停工，
牛奶棚门店已复工，销售额恢复

了平时的 80%。王家沙、鸿瑞兴、
乔家栅、沈大成、虹口糕团食品厂

等老牌餐饮企业已全面复工，上
海清美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春节无

休满负荷生产，营业额不降反升，
充满烟火气的早餐已经回到市民

的生活中。本报记者 钱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