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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博同款”火“土味”年货鲜
    在锅里倒上一些乌克兰的葵
花籽油， 爆炒一道年夜饭的大菜，

配上一锅日本的大米饭。给客人满
上欧洲的红酒，举杯欢庆新年的到
来。孩子们抓上一把比利时巧克力
和美国坚果，大人们在饭后来了一
杯牙买加的蓝山咖啡。在年货消费
红红火火的鼠年，冒出了不少“新
花样”，“进博同款” 为传统新年增
添“洋味”。

来自远方的，还有产自大江南
北的“土味”年货。借助电商，“地方
特色土货” 专区的销售热火朝天，

来自全国各地的原生态产品 “直
通”上海人的餐桌，也为留在此地
的“新上海人”解了一份乡愁。

菜篮子
里的

走基层新春

春节我我们们的的节节日日

时间揉碎盐 孕育别样香
    在腌好的五花肉上盖上一层保
鲜膜，用玻璃瓶密密实实滚压一遍，

“空气压出来，味道才进得去”。 几天
之后， 这份饱含着钱来英阿姨新春
祝福的传统年味， 将陆续出现在弟
弟妹妹的餐桌上； 家住闵行的宋薇
“收割” 了阳台上的三串腊香肠，晚
上要为全家人做一道腊味拼盘；南
京东路泰康食品店， 张秀珍阿婆又
来了，“上午来过了， 但是切火腿的
老师傅下午才上班。 ”

几轮降温过后， 申城悄悄拉开
了冬日的味蕾狂欢，火腿、咸肉、腊
香肠， 这些上海人特别牵挂的冬季
美食，在时间和盐分的渗透下，咸香
味慢慢溢出，才下舌头，又上心头，

创造出独属于老上海的经典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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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字号火腿腊肠热销
“我要整只火腿，你帮我挑个

好的。”“没问题，我帮你用油纸包

一下，送人有派头。”泰康食品店的
葛国祥师傅在腌腊柜台做了 20多

年，每年春节前都要应对一波又一
波的“扫货潮”，他和同事们自觉早

上班 1小时晚下班 1小时，“要不

然人手不够用”。
腊味柜台不大，内容却很丰

富，边上围了一圈腊香肠、腊鸡腿、
酱油肉，顶上还挂着咸鸡、咸鸭、猪

面孔。葛国祥说，节前半个月，就有
顾客一开门就冲进来，摆在前排的

腊香肠、腊鸡腿最畅销，香肠一天
能卖 30箱，腊鸡腿能卖 20箱。“我

们的老顾客不仅是上海人，还有北
方人，香港顾客也会定期采购。最

能代表上海年味的非火腿莫属，高
峰期每天能卖 40多条，一直持续

到小年夜。”
葛国祥加工火腿时力求完美。

他仔细地切除火腿外部熏黑的皮，
把藏在角落里的黄色油脂切掉，

“否则油耗味大，味道不灵”。火腿
切面还要涂上精制油保持新鲜，不

让肉和空气接触。“一年半到两年
的火腿最好吃，年份久了肉质会像

石头一样硬邦邦，三年以上的火腿
已经‘耗’掉了。”葛师傅切火腿时

还不忘给记者科普一下相关知识。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火腿早

已不算奢侈品。前来采购的市民拿

着少则几百元，多则上千元的小票

排队买单，越来越多的人舍得为年
货花钱。“只要味道好，品质好，价

格公道，大家一般都会‘剁手’。不
过现在消费者门槛精，口味刁，买

东西先看原料和工厂，不是品牌不
敢买。”葛国祥感叹。

手作自制年味走俏
有人认准品牌，有人相信朋

友，年味亦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宋

薇是社区里有名的手作达人，每年

的冬天都要赶工制作腊香肠，今年

足足晒满了三根晾衣架。
肥肉切成丝，瘦肉切成块，沥

干水分才不会坏。宋薇反复强调肉
买回来后不能清洗，可用毛巾擦除

表面灰尘，调酱汁时除了盐、生抽
和糖之外，可加入少量白酒增香。

搅拌均匀后腌渍一个晚上风味最

佳。往肠衣里灌肉时，注意边灌边
用针扎破气泡，“尽量排出空气，否

则会加速肉的腐坏，对口感有影
响。”

晾晒风干腊肠前还要查一查

天气预报，干燥低温最适宜，“今年
冬天上海有点湿，放在室内时要注

意环境低温，可使用电风扇通通
风。”十几天过后，咸中带甜的别样

滋味孕育沉淀。
除了腊香肠，宋薇的左邻右舍

还年年盯着她的酱油肉，她嘴上谦

虚推辞，心里还是挺得意的。“选材
制作都和自家买汰烧一般健康卫

生，以后过年可以试试开个代加工
生意做做。”原料花心思，成品当然

好，她还独创了腊味烧麦，引来亲

朋好友点赞。和邻里之间品尝同一
份年味，使她这位无锡媳妇在上海

也有了归属感。
本报记者 钱文婷

的味道时间

淘“进博同款”时尚
这两天，懂经的上海阿姨爷叔

不去超市卖场买年货了，他们坐着

旅游大巴，参加“虹桥品汇-国家会
展中心”一日游，一边和进博会的

明星展品古董车合影，发在朋友圈
里，一边自带购物车，淘回了“进博

同款”作年货。

“以前买点进口货不得了了，
要靠出国的亲戚朋友‘人肉’带回

来。阿拉姐夫 20多年前去德国出
差，带回来一包水果糖给我们，舍

不得吃。”在虹桥品汇的食品健康
馆，叶兰英指着高高堆起的进博商

品年货礼盒说：“现在进口商品不

稀奇了，你看，‘足不出沪，买遍全
球好货’，形容得再恰当不过了。”

比利时的巧克力、英国的太妃
糖、德国的饼干、韩国的坚果，都是

阿姨爷叔购物篮里的熟面孔。而在
食用油区域，橄榄油、亚麻籽油、葡

萄籽油、米糠油、牛油果油、椰子

油、茶籽油等丰富的种类让人大开
眼界。乌克兰葵花籽油在进博会后

成为网红商品，如今已累计销售
1.2万桶。“乌克兰葵花籽油确实合

算的，比国产的价格都便宜，我今
天买了六桶，自家留两桶，其他的

送人。”家住静安区的吴阿姨说，大

年夜兄弟姐妹都要来她家吃年夜

饭，回去的时候一户送一桶油做伴
手礼，“进口的，又有面子又实惠。”

既然是过年，自然少不了美
酒。来自意大利、西班牙、格鲁吉亚

等国家的红酒琳琅满目，从 9999

元一瓶的收藏级红酒到 49元两瓶

的大众化餐酒，应有尽有，满足市

民不同的需求。虹桥品汇相关负责
人告诉记者，从第二届进博会闭幕

之后，人气最高的一款意大利白葡
萄酒已经售出了 500多箱，年前更

是迎来了消费高峰。“很多人都是
一箱箱地买。”

当购买“进博同款”成为过年的

新时尚，G-Super绿地优选超市的

年货节也包括近 200款进博同款商
品，其中就有越南坚果、日本曲奇等

多款新品。“这款新西兰的野地花蜂
蜜，还有牛奶，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

过的。”蒋小姐看了看产品标签，在
购物车里放了两箱牛奶，准备过年

时送给爷爷奶奶。“老人家也喜欢赶

时髦的，到时候和他们一说是‘进博
同款’，肯定心里开心。”

买南北年货思乡
临安的山核桃香而不腻，壳薄

粒大，每年都要称上几斤。东北的香

菇木耳是过年少不了的山珍干货，

团圆饭里的烤麸、全家福都有它们

的身影。新疆的骏枣也要买上几大
包，既是送礼佳品，也是自家烧红枣

莲子汤，做八宝饭要用的原材料。
对于上海的马大嫂们来说，买

齐全国各地的南北货是过年的必
选动作，各地的特产在他们的心里

都有一本账，只挑来自原产地的尖

货。因此，这两天南京路、淮海路上
的老牌食品店里，挤满了前来采买

年货的市民，营业员们忙得脚不沾
地，把天南地北的年货装进各家的

购物袋里。而对于新上海人来说，
地方特色土货还是家乡的味道，要

赶在年前在网上采购一番。
赶在年前快递员收工前，老家

在辽宁丹东的林枫在网上下单买
了两盒辣椒酱拌蚬子肉，一大包烤

虾和毛桃干。“这是我们从小吃到
大的东西，既可以当做零食，也能

入菜。”刚做爸爸的他今年和老婆
孩子一起留在上海过年，为了缓解

思乡之情，在电商平台买了不少老
家的年货。而为了尝鲜，这个北方

人也买了不少南方的年货。“广州
酒店的叉烧包、虾饺、核桃包，四川

的鸡蛋干和火锅底料，还有湖南的
腊肉，都囤了不

少。现在各地特

产在网上都有
卖，过年在家研

究点新口味，也
是一种乐趣。”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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