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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淮海大楼
组团包烧麦

昨天下午，淮海大楼里来了一批年轻人，
他们是上海农商银行徐汇支行的职员，大部

分是外来单身青年。副行长吴海平介绍，为了
让这些独自一人留沪过年的年轻人感受家的

味道、年的味道，银行工会与位于淮海大楼一
层的乔家栅体验中心合作举办了这堂非遗体

验课，让他们走进上海历史建筑，学做地道的

上海点心。
安徽小伙林栋栋来上海 3年多，去年刚

刚研究生毕业入职。因为实习地点就在附近，
他无数次路过这栋淮海大楼，却每次都是匆

匆而过。“之前好像看它修了好久，最近终于
焕然一新了，没想到里面大有乾坤，还有个

非遗体验中心。”昨天，他第一次走进淮海大
楼，跟同事一起围坐在桌边，揉面、擀皮、包

烧麦，一会儿嘲笑彼此的“?女作”长得难

看，一会儿又比拼创意捏出五角星、六芒星形
状的烧麦……“这种其乐融融的感觉，倒是比

在家过年的‘年味’还浓郁一些。”
工会干事卜艾婷虽是地道上海人，给林

栋栋等人科普乔家栅点心时说得头头是道，

动手制作却也是头一回。昨天的活动，卜艾婷
带着 11岁的儿子杨卉轩一起参加，从小就爱

吃乔家栅点心的小卉轩，一下子爱上了点心
制作。

“我们就是希望
吸引年轻人，尤其是

小朋友爱上传统，
将海派文化一

代代传承

下去。”体验中心的负责人张烨说。她的这番

话，既吐露了老字号乔家栅发展新业态的缘
由，也道破了淮海大楼修缮的意义。

在武康大楼
拍张“网红照”

50岁的纪惠芬和老姐妹，沿着淮海中路
从淮海大楼一路逛到了武康大楼。“哎，这里

好像宽敞了许多呀！”纪阿姨指着武康大楼对
面的街角惊讶地说道，“这里是拍照片最好的

角度，以前人站都站不下的哦，现在怎么变得
像个小广场一样啦！”

纪惠芬指的是武康大楼斜对面天平路淮

海中路路口的转角区域，从这里拍的武康大
楼，宛如一艘巨轮，“船头”正对着镜头，格外

恢弘壮观，一直是公认的最佳拍摄角度。周末
或节假日，小小的空地总是挤满摄影爱好者。

为了让市民游客安全舒适地游览、拍摄，徐汇
区政府从去年开始对这块街角进行“微更

新”，将这里设计成一片“原点”广场。人行步
道空间沿石弧顶向外扩展 3.6米，移位 4?

电箱、1根电杆，通过微增空间、优化绿地等
方式提升游览体验。地面上，武康大楼 20m，

百代小楼《义勇军进行曲》灌制地 750m，上海
交通大学早期建筑 750m……这些四散的指

示牌，引导着人们由“原点”起步，开启一趟精
彩的海派文化体验之旅。

看到这样的变化，纪惠芬也决心拍一张
最流行的“网红照”。她跑到武康大楼下的老

麦咖啡店，买了一支“网红冰淇淋”，为迎合牛
年新春的氛围，还特地选了个卡通牛的造型。

随后，她学着年轻人的姿势举起冰淇淋，自信
满满地按下拍照键：“你看看，阿姨时髦得很

吧？”纪惠芬去年刚刚退休，原本打算趁着过
年出去旅游，但看到“留沪过年”的倡议，她取

消了行程：“不能给防疫添麻烦呀！”偶然听说
了淮海大楼刚刚修缮完毕的消息，她便约上

老姐妹，一同“打卡”淮海路上的老建筑。“我
们总想着出去走走看看，却忘了自己家里也

有好风光。身为一个上海人，很多老建筑我

都好多年没来过了，这次一
看，回味无穷！”

到杨浦老厂
全家逛一天

黄浦江畔，成片的锯齿形建筑一字排开，
红砖外墙在阳光下格外显眼。杨浦人都知道，

那是原先上海市第十七棉纺厂标志性的老厂
房，如今华丽转身，成了集合购物、文化、创

意、旅游、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上海国际时
尚中心。

踏着落日的余晖，戴倩妍提着大包小包，

牵着妈妈和女儿，祖孙三人心满意足地结束
了一天的游玩。上午 11时左右，她们便首先

去了传说中的“亚洲最大秀场”逛了逛。秀场
的建筑“修旧如旧”，基本保留了原先的工业

建筑结构，里面的时尚玻璃 T?和专业的灯
光音响、化妆间、展厅等设施，又散发着强烈

的现代时尚气息。一路上，妈妈都拉着戴倩妍
“忆往昔”：“囡囡啊，你小时候隔壁的沈阿姨

就是十七棉的工人，当时好多时髦的衣服都

是用的十七棉的布。”
中午，她们就在厂房改成的餐厅里吃

了顿饭，吃完就去了小女儿期盼已久的珍

得巧克力剧院。逛完一圈，小女儿收获匪
浅，不仅知道了巧克力的生产过程，还尝

到了意料之外的口味：“巧克力竟然还有
酸的和辣的！”

从剧场出来，她们又在大厂房里的一众

品牌工厂店和奥特莱斯逛了

个痛快。戴倩妍给孩子买
了双鞋，给妈妈买了件

大衣，还给自己和丈夫

买了套情侣卫衣，满

载而归。“就像我妈

说的，以前是时髦的
发源地，现在变成时

尚中心，感觉也是一
脉相承呢！”

本报记者 吴旭颖

兜兜看看白相相 做做吃吃拍拍照

    本报讯（记
者 吴旭颖）即日
起至 4月 15日，

由上海市文旅局
和杨浦区政府

共同主办的“建
筑可阅读”全民

拍摄影大赛面

向市民征集参赛
作品。

大赛要求参
赛者围绕“红色

记忆”“文化传
承”“人间烟火”

三大主题拍摄上
海优秀建筑，通

过镜头展现建筑
的魅力与风情，

用影像诠释建筑
的文化与历史价

值。每位作者限
投 8 件作品，且

每件作品拍摄点
不可重复，可以

是单幅照片或组
照作品（组照不

超过 6张）。作品
需拍摄于 2020

年 6 月之后，保
证原创且无在国

内其他摄影大赛
中获奖的经历。

作品图像清晰，
要求为 JPG格式，单张图片文件大

小不超过 5M，并注明拍摄时间、地点
以及简单的图片说明（100字内）。参

赛者可以扫描大赛二维码报?投稿。
征稿结束后，专家评审团将评选出一

等奖 1?、二等奖 3?、三等奖 6?、
入围奖 90?。

从昔日的“工业锈带”变成了现

在的“生活秀带”，如今的上海杨浦生
活秀带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已

成为国家文物局公布的首批 6个国
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之一。上海，

也在保护老建筑、留住城市历史
文脉的道路上不断前行。而

这一路，不仅需要专家
学者的参与，更需

要每一位市民的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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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街头“打卡”身边老建筑

当“原年”成为今年春
节的关键词，许多人都将
出行计划由外地改到了市
内。平时忙忙碌碌的上班族终于
有空停下来好好了解一下自己居
住、打拼的城市，“老上海”们也纷纷跑到
以往觉得“游客才去”的网红建筑“打
卡”，发现身边的美好。这个春节假
期，申城的大街小巷印满市民的脚
步，一幢幢历史悠久的建筑向人
们倾诉着它们的前世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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