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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位于常熟龙腾

希尔顿酒店内的崇焰特

色餐厅及酒吧正式向宾

客开放。该餐厅独具特

色，坐落于酒店标志性的

椭圆形球体空间内。

餐厅位于   层，主

要提供现场烤制的精致

牛排与海鲜，为宾客打

造了一个轻松享受高品

质牛排的用餐环境。而

  层的酒吧则推出了

多款自创特调鸡尾酒，

让宾客在悠闲的时光中

畅享惬意，轻松交谈。

  层餐厅拥有开

放式座位区及私密包

厢，四周    度全透明

玻璃设计，可俯瞰城市

夜景，与常熟电视塔的

美景交相辉映，尽览琴

湖的宁静之美。  层酒

吧则精心营造了一个超

越工作与生活的第三社

交空间，调酒师精心调

制鸡尾酒，现场乐队倾

情演绎，将美食、美酒与

音乐社交完美融合。

崇焰特色餐厅以纯

粹而质朴、兼具新意的

厨艺体验为特色，招牌

菜式包括干式熟成牛肉

     西冷、肉眼和

 骨等海鲜拼盘，以及

多款经典国际美食套餐，每一

口都散发着对味觉的极致诱

惑。大厨在开放式厨房内精心

烹饪，引领食客开启一场视觉

与感官的盛宴之旅。

餐厅主厨吴勇立来自上海，

拥有超过  年的酒店行业中西

餐及国际美食烹饪管理经验，

尤其擅长地中海、法国和意大

利菜的烹饪技艺，为崇焰餐厅

带来了全新的味觉体验。他专

注于菜品研发与创新，注重时

令食材的开发与搭配，以及新鲜

与营养价值的完美配比，旨在激

发食材本身的独特特性，最终呈

现出菜品的地道风味。崇焰特色

餐厅及酒吧的盛大开业，无疑为

常熟的美食爱好者带来了一场

难忘的味觉盛宴。 王映浤

探索史志结合记述风格，助力地方历史文化传承

上海首部人物志《方孝孺志》通过专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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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   日，上海市旅游资源开
发质量评定委员会发布了新一批
上海市级旅游休闲街区的公告， 
家街区位于杨浦、普陀、宝山和嘉
定，分别是大学路街区、莫干山路
特色街区、美兰湖小镇街区、南翔
双塔旅游休闲街区、州桥老街旅游
休闲街区和西云楼文化休闲街区。
大学路街区是一片开放式综

合街区，位于上海市杨浦区五角场
创智天地社区，一端是江湾体育
场，另一端连着复旦大学，历史的
厚重感与现代的蓬勃朝气在此交
织碰撞。   米主干道串联起周边
大学校区、生活社区及科技园区，
三区深度融合、彼此滋养，创造了
“城市的大学、大学的城市”的共生
环境。
莫干山路特色街区位于普陀

区东南部，紧邻苏州河普陀段的
“第一湾”长寿湾，总占地面积约   
万平方米，东北临苏州河，南至莫
干山路，西至昌化路。随着苏州河
两岸公共空间的贯通开放，通过

   创意园艺术空间、天安千树
“家庭友好型城市绿洲”购物空间、
苏州河游船昌化路码头水岸空间的
“三空间”联动，市民游客在街区内
沿着近千米的滨河步道可直达水上
航线昌化路码头，开启“悠游苏州
河”水上观光之旅。

美兰湖小镇街区坐落于宝山区
罗店镇，占地面积约   万平方米，
拥有市区第二大人工湖———美兰
湖，其规划设计由瑞典      集
团担纲，以北欧风情为建筑基调，将

瑞典城镇的自
然风貌与建筑
特色原汁原味
地呈现出来。街
区别具匠心划
分出品质生活、
精致时光、饕餮
美食、悦己空间
四大功能区域，
业态布局整合
了餐饮美食、运
动休闲、宠物互

动、生活零售以及人文社群等多元
服务，构建起一个集生态游览、住宿
休闲、户外营地、文化教育等开放式
的户外休闲空间，营造出充满温情、
彰显个性的生活场景。
南翔双塔旅游休闲街区坐落于

嘉定区南翔镇，占地面积约   万
平方米。该综合型旅游休闲街区以
其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独特的江
南水乡风情、古朴典雅的建筑风格、
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和便捷舒适的
旅游服务，全方位满足不同客群的

多元需求，吸引市民游客前来观光
休闲，致力于打造成大众心中的理
想度假之地。

州桥老街旅游休闲街区坐落于
嘉定的闹市区，占地面积约  万平
方米，街区内比较完整地保存了嘉
定城区历史形态，以“十字加环”的
独特水系格局为核心，横沥河和练
祁河上跨有  座宋、元、明、清的古
桥，将水陆融为一体。千步范围内汇
聚了历代古塔、旧庙、名园等建筑精
华，为嘉定人文、特产的聚集地，也
是展示嘉定历史文化的核心地区。
西云楼文化休闲街区作为环远

香湖文化带重要组成部分，位于嘉
定区马陆镇，占地面积约  万平方
米，街区以海派文化为主题，以西云
河为纽带，拥有杜公馆、金府为代表
的  处历史人文景观，还有公馆桥、
三眼井、祥云双龙壁等景点，结合绿
植景观带和创意造型草坪花园，形
成了沿河观景游廊，致力于打造成
区域品质生活地标。

据“乐游上海”微信公众号

 月   日，上海市地方史志学
会在位于浦东新区航头镇的上海浦
东方孝孺纪念馆召开《方孝孺志》审
定会，来自苏浙沪皖四地的方志专
家齐聚一堂，共同对这部志书进行
审阅和评议。
《方孝孺志》由上海市地方史志

学会指导、上海方孝孺纪念馆承编。
上海方孝孺纪念馆馆长、《方孝孺
志》主编方庆平介绍，为编纂这部志
书，团队历经十多年，遍访方孝孺生
活和工作过的地方，通过实地考察、
座谈调研、人物访谈等方式，收集了
大量资料，包括   余件实物、    
余册书籍、   余张图片，总资料约
   万字。在此期间，上海市地方史
志学会成立方孝孺研究专委会，并
举办  次长三角方孝孺研讨会，为
志书编纂奠定了坚实基础。
会上，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副

会长、《方孝孺志》总纂柴志光介绍
了《方孝孺志》的编纂过程。《方孝孺
志》于     年  月启动，    年
  月完成评议稿，经历  年多的精
心修改，于     年底形成审定稿。

审定稿结构完备，卷首包含图照、序
言、凡例、大事记，正文分为生平、著
作、思想、纪念、文艺、研究六篇，卷
尾设有专记、附录、编后记等，共计
  万字，跨越    多年文史，全面
梳理方孝孺相关历史。
评审过程中，专家们充分肯定

了《方孝孺志》的价值。宁海地方志
办公室副主任胡志汉，宁海方孝孺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陈剑飞，《浙
江通志》副总纂、浙江省社科院研究
员颜越虎，浙江省社联原副主席、
《读书种子方孝孺》作者连晓鸣，上
海市文史研究馆原副馆长沈飞德，
安徽省委党史研究院副院长、省地

方志办公室原副主任吴静，江苏工
运所教授、《方孝孺大传》作者赵映
林等长三角多名专家认为审定稿内
容丰富、资料翔实、篇目结构设计合
理，记述的题材以志为主，附以纪、
传，图、录，以实事求是的原则收录
了与方孝孺的文章、资料、照片，  
万字跨越了    多年的文史梳理，
整体上符合地方志书的质量要求。
专家们也从专业角度提出了宝

贵的修改意见。比如《方孝孺志》的
篇目划分与内容呈现可更紧凑；方
孝孺著作和后世研究著作应分开并
按年代分类。同时，在行文中纪年、
标点符号、称谓等方面需进一步规

范统一。其他专家也针对图片选择、
交叉重复、层次编排等问题提出优
化建议，期望将其打造成精品佳志。
专家组组长、上海市地方志办

公室二级巡视员黄晓明在总结时表
示，《方孝孺志》作为上海地区第一
部以志书体例编纂的人物志，在结
构和内容上大胆创新，采用史志结
合的体例，呈现出崭新的记述风格，
为后续人物志编写提供了重要经验
借鉴。
上海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方

孝孺志》学术顾问熊月之强调，编纂
《方孝孺志》应从全人类文明史和中
华文明史角度，深刻剖析方孝孺“为
斯民谋”的思想内核。

上海市地方史志学会会长、
《方孝孺志》编委会主任王依群指
出，方孝孺的思想精髓主要体现
在：刚正不阿的硬气品格，读书种
子的正学精神，为斯民谋的民本思
想。编纂出版《方孝孺志》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也是打造
习近平文化思想最佳实践地的有
力举措和行动。 肖春燕

闲暇时光可去这里荡马路
上海公布新一批市级旅游休闲街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