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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路地铁站往北
走上百来米，一家家店铺
沿着开鲁路整齐排列，四
周是安静的居民区。夏天
午后，整条街道仿佛也进
入了午睡时间，偶有行人
从树荫下匆匆走过。

邵戎的饭店如今就
开在这条路上。自从四年
前迁至此处，他的饭店已
经成为了许多申花球迷
的“根据地”，无论是聚餐
还是看球，大家都对这儿
情有独钟。
本版撰稿 本报记者 徐杨一凡

铁杆球迷老板自建“根据地”
店内布满申花元素 疫情期间“送爱心”

走进老邵这家精菜坊，最先看到
的必是柜台前高高摞起的几十箱申花
定制青岛啤酒，箱子上悬挂着一条围
巾，用金线绣上了球队三次夺得足协
杯冠军的年份。啤酒瓶顶上还摆着一
颗印有申花队徽的足球，上头有朱辰
杰的签名。据老邵介绍，他的饭店里没
少来过申花球员，小朱、李帅、王 等
人都曾光顾此地，而这赛季刚出任青
岛黄海助教的李诚铭更是这里的常
客。

在柜台内侧的展示柜上，与申花
相关的藏品令人目不暇接，有近两次
足协杯夺冠后发售的冠军酒，有一线
队和梯队签名的足球，有小将徐皓阳
的签名球鞋，还有早年间范志毅荣获
“中国足球先生”的纪念盘。

老邵的店分为上下两层，一楼主
要用以展示菜品，二楼才是大厅和包

厢。在上楼的拐角处，一幅书法作品格
外醒目，上面写着“申花是冠军 ”五个
大字，这是常来吃饭的球迷朋友送给
老邵的礼物。

二楼的大厅是被精心布置过的，
四周的墙上贴满了大幅照片，有球员、
有球场，也有球迷。正对窗户的那面
墙，老邵装了一块巨大的投影幕布，这
个赛季难去现场，熟悉的球迷朋友们
便没少来他这儿看球。在幕布的两侧，
悬挂着满满两排队旗，既有中超的，也
有中甲的。
环视一圈，墙上还有不少老赵的

宝贝，三次足协杯夺冠的冠军奖牌、去
年足协杯队员们在主场领奖时穿的金
色外套、前年U17梯队拿下青超联赛冠
军后全队签名的球衣，女足姑娘们冲
上女甲后的签名球衣等，都被老邵裱
起来挂在了各个角落。

最初开饭店的时候，老邵没想过
要装饰满申花元素，直到2015年一次
机缘巧合，很多球迷朋友开始在他的
饭店里常聚，他便将两个包间改造成
了申花主题。2016年，店址搬到开鲁路
后，老邵才动了心思，将整个饭店大厅
都塞满了自己的珍藏。
太鲜明的特色固然会吸引有相同

喜好的人蜂拥而至，也可能在不经意
间将另一群人拒之门外，单一的球队
元素便是如此。不过，老邵并不在意，
他的饭店开在居民区，平日里最主要
的客户群体还是周边的居民，他早就
凭借自己的菜品和服务在居民中打出
了口碑。“我店里有国安的球迷来过，
也有鲁能的球迷来过。”老邵笑道，“其
实这些球迷和我们关系都不错，大家
在场上为了各自的球队呐喊，在场下
完全可以一起坐下来喝酒。”

经过口耳相传，老邵的饭店在申
花球迷群体里积累了响当当的名气，
成为不少球迷的一个“根据地”。

去年足协杯赛夺冠夜，老邵的店
里不出意料地坐满了激动难抑的申花
球迷，多是从虹口现场结伴而来的，大
家在天寒地冻的球场里没庆祝够，又
相约来到这里抒发内心的喜悦。晚些
时候，时任球队助教的李诚铭带来热
乎乎的冠军奖牌和金色领奖服，大家
都抢着将奖牌挂脖子上拍照，又是喝
酒，又是唱歌，这一待就是到第二天凌
晨4点。

这个赛季受疫情影响，中超联赛
以赛会制的方式举行，球迷也很难前
往现场观赛，于是每到比赛日，老邵的
饭店里便总有三五成群的申花球迷前
来聚餐看球。

首轮与恒大的比赛是最热闹的，
来了百余人，坐了12桌。半年多没有联
赛看，大伙儿早就按捺不住内心的期
待，都希望能在热闹的氛围里一起迎
接中超的回归。遗憾的是，这场万众
期待的比赛，申花0比2输了。“这场的
结果大家应该都能接受。”老邵回忆
道，“难受的是和大连的那场比赛，真
是缓了两天才缓过来。”
老邵印象深的还有和苏宁的那场

比赛，当队长莫雷诺打入制胜球之后，
在场所有球迷都沸腾起来，大家又唱
又跳，一直到比赛结束许久都未尽兴。
老邵还记得去年球队客场拿下苏宁
后，连夜赶回上海已是次日凌晨2点
多，球迷们却都意犹未尽，他也是，挂
着骨折的胳膊和朋友们去吃宵夜，大
家边唱边跳，还挨个在他的石膏上签
名，那阵势快赶上夺冠了。
“那时候感觉申花就是让你又爱

又恨，有时候你觉得他们不行了，就给
你个惊喜；你觉得他们行了，又马上输
给你看。”老邵抽了口烟，笑着摇了摇
头，“这也是我们喜欢申花的理由，像
人生一样有起有伏。”

别看老邵的店里如今生意兴隆，
半年前疫情最严重的时候，他没少受
到冲击。不过老邵说，即使在最困难的
那阵子，他也没想过“放弃”两个字，满
脑子都是如何尽一切努力让这家饭店
“活着”，哪怕借钱也要撑下去。

往年春节期间，总是饭店最挣钱
的日子，从除夕到年初七，老邵的店里
通常能进账百来万。但今年不一样，武
汉封城正是新年前夕，全国上下人心
惶惶，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更别提外出
聚餐了，老邵店里原本满满当当的订
单多数都被取消，新年七天，只有以往
十分之一的收入。

没客人上门用餐，饭店自然是亏
损的，老邵这一亏就亏了两个多月，近
50万元，一直到5月才开始保本。“7月
的时候开始盈利了，但也比以前少赚
一点。”老邵心态很好，“今年能够保本
就行了，没想着赚钱。外面好多饭店都
倒闭了，我知道有家六层楼的大酒店，
从年初三关到了现在，厨师长都已经
去机关单位烧菜了，这不是浪费手艺
了吗。”

在行业尤为不景气的今年，自己
的饭店能渡过难关，老邵很感谢店里
的员工们。他原先每个月会有总共20
万的工资支出，2、3月份时因为店内
食客稀少，没什么工作量，再加上总账
入不敷出，他暂时削减了员工的工资，
“大家都很配合，轮流来值班，做做外
卖，那时候就这样熬过来了。”
经过了这些日子，老邵心里做了

个决定，等情况好起来，他要给老员工
们分点股份，“这帮员工跟我到现在我
也蛮感动的，希望能让他们有种主人
翁的感觉。”
年关之前，老邵和员工曾为预想

之中的热闹年备足了食材，后来却只
能做成半成品在门口台阶上售卖。再
后来，老邵想到了另一个主意，“我想
到疫情期间肯定有很多独居老人不能
出门，小孩也不敢贸然去探望，那么他
们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于是，他打
电话给附近社区的居委会，拜托工作
人员统计一份独居老人的名单，“我
说，每天中午一顿和晚上一顿，我这里
可以送，反正我们厨师又不能回去，我

们自己吃饭也一样要解决。”
就这样，老邵和员工们开始为社

区里的独居老人们送饭。到第10天，社
区坚决不愿再麻烦老邵了，这项活动
只好暂停，老邵也索性给员工们放了
假，在饭店门口贴了停业10天的告示。
但老邵自己没停下来，他是个闲

不住的人，再加上那会儿人人自危，老
邵觉得一闲下来反倒容易胡思乱想，
因此他联系社区找了个站小区门口给
人量体温的志愿活动，每次站两个小
时。
“我一直觉得，做这种事情自己会

很有成就感。”老邵慢悠悠说道，“我们
申花有好几个球迷协会有时候专门去
看望敬老院孤老和福利院的小孩，我
也很喜欢去，每次去了以后都有种升
华的感觉。”
“这次在门口量体温，好多老头老

太看到我们做公益都会说一句’谢谢，
你们辛苦了’。他们这一说，我再累也
觉得值了，精神上一点都不累。”老邵
笑了笑，“不过那会儿站的时候确实是
冷啊，哈哈。”

老邵是“60后”，从1978年世界杯
开始就跟着父亲一起看球，他看过王
后军时期的上海队，自徐根宝时期便
爱上了申花队。
“1995年第一届足协杯的时候我

就远征了，当时在南京输了以后灰溜
溜地回来了，好在去年报了仇。”老邵
回忆道，“那时候看台上管得松，小喇
叭都能带进去，我们当时没这么多助
威用的东西，厂里借了面红旗就去南
京了。”

随后这二十多年里，老邵除了按
时到虹口“报到”，也没少远征看球，他
最喜欢去的几个客场是北京、重庆、大
连和广州。对于他而言，远征是个旅行
的好机会，“平时没机会出去玩，正好
借着看球的机会顺带玩玩，老婆这里
还好请假。”老邵的爱人很支持他看
球，有时候会和他一起去现场，“我带
她去过韩国远征，也带她去过几次虹
口，有几场她看得比我还激动。”

感染了爱人还不够，老邵近些年
动起了把员工培养成申花球迷的脑
筋，球票成为了他对优秀员工的奖励，
“去年有很多星期三的比赛，我有时候
就带两个人去虹口看球，他们开心得
不得了，还叫我去给他们搞球衣。”

从前在闲暇之余，老邵会和朋友
们踢踢球，他组织了自己的业余球队，
每次都能有三十多人出席活动，大伙
儿基本每周一聚，踢完球就来他的饭
店小聚一顿。除此之外，他还赞助了一
支以球迷会成员为主的球队，由郑科
伟带领参加上超联赛。

不过，自从去年检查出冠心病，他
便不再下场，改当起了主教练，“我不
能剧烈运动，万一出了点事不就是害
别人了，对吧？”

今年6月，老邵还主办了一场四强
赛，几支申花球迷组建的球队聚在一
起，图个开心，“比赛还蛮正规的，裁判
什么都有。我们拿了个亚军，奖杯都是
我去采购的。”老邵说道，“现在天太
热，踢不动，等年底我们还要搞个八强
赛……”

影响周围人爱申花
赞助球队征战上超球迷谱

回忆看球热闹氛围
对申花“又爱又恨”

满满申花元素 件件店主珍藏

疫情期间艰难生存还为孤老送菜

老邵和员工们在疫情期间为社区里的独居老人们送饭

饭店里都是申花装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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