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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家过周末 恬静幸福感回归

“微旅行”主题多样
周末，上海春秋旅游等多家旅行

社组织起了城市“微旅行”。周六 14

时，一场 10公里徒步之旅在浦西滨江
公共空间举行。20名徒步爱好者在白

玉兰广场汇合，沿北外滩向杨浦滨江
前行。

以步代车，边走边聊天、拍照，欣

赏滨江“小而美”的景点、雕塑。在丹东
路、安浦路附近的杨浦滨江公共空间

入口处，渔人码头保留原有的铁轨，轨
道上放置独特的吊轨花车；在悬浮于

水面上的钢木结构栈桥上行进，仿佛
在甲板上穿行，同时感受黄浦江景致

与水厂历史风貌⋯⋯很多人有意识地
保持间隔距离，徒步欣赏滨江景点和

艺术展品。

不能参团的市民，则可上网查看

活动组织者健马体育发布的滨江徒步
线路、打卡点位，自行选择参与时间，

完成徒步，提交完赛证明，即可获得完
赛奖牌。这枚含有“中国加油”元素的

奖牌，鼓励所有为抗击疫情做出贡献
的人们。

还有 20 名市民体验了探秘愚园

路活动。短短几百米，名店无数———西
区老大房、富春小笼和富春包子，吸引

多人驻足品尝。更让他们惊喜的是，网
红咖啡店也成为一个打卡点，捧起一

杯经典的焦糖拿铁，香气四溢。
沪上多家旅行社近期还将推出行

走苏州河、骑游郊野公园等主题团队
游，带领市民穿梭在梧桐、弄堂、老房

子之间，发现那些朝夕相处的街景背
后更多不为人知的美。

沪郊游感受春光
刚刚过去的周末，上海 7座郊野

公园全部恢复开放。周六，离市区最近

的浦江郊野公园迎来 16000 多人次，
近 8000 名游客进入“奇迹花园”感受

春天。
上午 10时多，浦星公路上的停车

场已开始限流。每个游客进园区前都

要经过“测温、出示随申码、验票”三个
步骤，没有随申码的老人和小孩，则需

填写个人信息。
园内，近 2万平方米的“奇迹花

毯”绚丽绽放，游客纷纷在花田里和空
中连廊上留影。这块世界规模最大的

立体鲜花花毯今年首次以郁金香为主
打，汇集十几个品种，配以角堇、报春

花、金鱼草、香雪球、鼠尾草、洋凤仙
等，总计约 100万株花卉争奇斗艳。园

中还种着一些特别珍贵的“黑郁金
香”，花瓣呈现深紫如丝绒般的光泽，

十分少见。
园方介绍，花毯的观赏期将持

续到 7 月，郁金香的观赏期约到 4

月上旬，随后将换一批花卉。今年还

设了一系列水中花展，将在夏天和
游客见面。

除了吸睛的“奇迹花毯”，奇迹花
园内处处春光，湖边的油菜花和杨柳

在蓝天的衬托下异常漂亮。一顶顶帐
篷扎在林间，孩子们在阳光下攀爬跳

跃，尽情玩耍。
绿化部门数据显示，这个双休日

上海约有 80.61万人次前往公园赏春，

游客量再创新高。
本报记者 杨玉红 金旻矣

漫步城市“微旅行”

扶老携幼看花去

喝咖啡奶茶发发呆 感受生活“甜蜜滋味”

逛商店消费的人多起来了

上海新闻6-7
本版编辑 /刘珍华 视觉设计 /邵晓艳2020 年 3月 23日 /星期一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又到春暖花开的好

时节，不少市民在双休
日做足防护，走出家门，

或到郊野踏青，或去商
圈购物，为城市平添许

多生气。人民广场、中山
公园、外滩、徐家汇、静

安寺、五角场沿线地铁

和公交客流明显回暖。
各车站全力做好防控，

密切监测客流，及时调
整组织方案，为市民乘客

出行保驾护航。

周六下雨天
客流仍有增长

双休日的公交乘客
渐渐多了起来，尤其是一

些主要商圈沿线。巴士一
公司途经五角场商圈的

线路有 55 路、942 路、
538路等 15 条，最近一

个多月的周末客流明显

回升。3月 21日，这 15

条 线 路 的 总 客 流 是

42125人次；对比 3月 7

日（28656 人次）和 3 月

14日（37631人次），最近
两周的增幅分别为 31%

和 12%；而上海复工后首
个周六（2月 15日）的客流数仅为

13137人次。
巴士三公司负责人介绍，公

司105条线路2月15日的总客流为
5.1万人次；3月14日增至14.69万

人次；3月21日尽管晚间下雨，全
天客流还是升到了17.28万人次。

其中，中运量71路的周末客流从2

月15日的3500人次，增加到了3月
21日的1.27万人次，增幅达263%。

和去年同期相比，上海公交
客流总体已恢复约 40%。为了有

效控制车厢满载系数，公交企业
的运能配备已达到疫情前的 85%

以上。各营运监控中心和现场管
理人员每天实时观测，一旦客流

短时激增，将立刻启动增

能预案，采取多种手段疏
散乘客。

商圈旁地铁
站人气渐旺
四通八达的上海地铁

路网，串联起各大商圈。一

些重点车站的双休日客流
恢复到了往年同期的近五

成，人气渐旺。
在三线换乘车站徐家

汇站，1、9、11 号线 3 月 7

日共进站 1.6万、出站 1.6

万、换乘 3.2万人次；3月

21 日各项数据均有提
升———进站 2.57万、出站

2.58 万、换乘 5.63 万人
次，总客流比两周前增长

了 68.4%。

进入 3月以来，轨交
2、10 号线南京东路站周

六总客流涨势明显———3

月 7 日为 49782 人次，一

周后猛增到了 80600 人
次，3月 21日继续上升到

90464人次。

轨交 3号线中山公园
站，衔接龙之梦和长宁来

福士，周边有多媒体生活

广场、玫瑰坊等商厦。最近 4个周

五晚高峰的进站客流，分别为
1987、3015、7543和 9883人次。

各地铁站在严格落实防疫措
施的基础上，制定充足预案，应对

客流变化。比如，1号线陕西南路
站、徐家汇站都和周边商圈与旅游

部门建立了良好的沟通机制，商家

推出促销活动或旅游人群返潮，会
提前联系车站；2号线南京东路站

在客流较大的安检处设有隔离栏
杆，并配备电喇叭，引导乘客有序

排队测温进站；3号线中山公园站
在集中换乘的两个通道内，增派多

名引导人员疏导乘客。
首席记者 曹刚

闷在家里许久的市民们双休日 走出家门，沐浴春光，享受生活

    昨天上午 10点，家住长宁路的

张真夫妻出门了。戴好口罩和帽子，
坐上家门口的 13路公交车，到位于

虹口区的妹妹家做客。这是 2月初
他们从澳大利亚探亲回来后，第一

次走亲戚。
“昨晚 9点多，我妹妹发微信，

提醒我们俩带好替换的外衣外裤。

哪里需要她提醒啊，我们早就收拾
好两套干净的家居服，放在包里

了。”张真一点也不介意妹妹的谨
慎，她说，尽管上海已经连续多日没

有本地新增病例，但疫情毕竟还没
结束，做好防护很重要。“什么叫自

己人啦？这种时候越是自己人，越要
互相保护。”

出示随申码，量体温，登记好信
息，张真夫妻俩顺利地进入妹妹家

的小区。按响门铃后，手里拿着酒精
消毒液喷雾的妹妹打开了家门。“你

们来啦！先喷一下，喷一下。”姐妹俩
见面的第一句话不是寒暄，而是安

全防范。

对着姐姐姐夫的双手和鞋底喷

完消毒液，妹妹张娉把他们迎进玄
关，马上推出一个干净的洗衣篮：

“外套脱下来放在里面吧，裤子去卫
生间换，最后给我拿去阳台。”完成

了关键的换衣和洗手，张真夫妇终
于坐上沙发，捧起刚泡好的热茶，和

几月未见的妹妹妹夫聊起了天，共

度久违的家庭时光。

前一天，趁阳光正好，张真夫
妻俩在家门口兜了兜马路。沿长宁

路走到愚园路，又一路逛到镇宁
路，中间在新开的咖啡馆“店溡三”

里买了两杯拿铁。一路走一路拍，
丈夫阚先生拿手机拍下了遛狗的

人、卖大饼油条的摊子、咖啡馆里

的桌花和人来人往的街景，还有喝
着咖啡的妻子，发给远在澳大利亚

的女儿。“让她放心，我们在上海很
安全。”

兜兜马路，打打牙祭，走亲访
友，闲谈家常，共同调制成了熟悉的

周末“配方”。

    坐在沿街落地窗前，端起一杯咖啡，

先感受香气，再轻轻搅拌，细品苦涩中的
回甘———这样悠闲的咖啡时间，已经回

到了申城的周末午后。随着写字楼人气
逐渐恢复，白领们纷纷重启下午茶，网红

茶饮店的外卖单接到手软。也许还要常
备口罩，但有咖啡和奶茶，甜蜜的生活滋

味回来了。

点一杯咖啡发发呆
点一杯烟熏司考奇拿铁，配一块覆

盆子芝士蛋糕，坐在吧台前的苗小姐和

咖啡师聊了一会儿，对着店内环境拍了
一段小视频，立马发到朋友圈。

上周六下午，石门一路上的星巴克
臻选上海烘焙工坊里飘着咖啡浓香，既

有三两好友围坐，也有独自静品咖啡。研

磨咖啡豆的声音此起彼伏，交织着众人
的交谈声。如果不是店员脸上的浅蓝色

口罩和频繁的桌面清洁消毒，这就是一
个普通的周末下午。

“欢迎回来”“像咖啡一样坚强”⋯⋯
一名顾客正以墙上的黑色英语字母牌为

背景拍照。“很长时间没来了，今天天气
不错，来看看。”在南京西路工作的谢先

生说，以前午休时经常和同事一起过来
买咖啡，“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

杨浦滨江的杨树浦咖啡厅则更有家
庭的氛围。春暖花开后，携家带口在滨江

慢走的市民渐渐多了，也给咖啡厅带来

人气。面朝江景，店门口有大片空地，不

少孩子在这里骑着自行车、滑板车撒欢，
父母坐在咖啡馆前休息，晒晒太阳发发

呆，微风吹过，十分惬意。“我们 3月复
工，最近只要天气好，来滨江散步的人就

比较多，店里的生意正在好转。”店员介
绍，通过扫码下单减少不必要的接触，也

会推荐客人坐到户外。

在丰盛里的网红咖啡馆“鹰集”，拍
照打卡的年轻人又回来了。“前段时间堂

吃的很少，有时只有一两桌。”店员透露，
从上周开始，愿意摘下口罩在店里喝一

杯咖啡的客人逐渐多了起来，“堂吃和外
带各占一半吧”。店里目前只使用一次性

纸杯，尽管拍不到好看的拉花，但捧着杯
子在窗口自拍的女孩，依旧赏心悦目。

消费者“躲”进小程序
慵懒的午后，喝一杯冰饮如何？上班

族怀念的不仅是咖啡，还有网红店的新

品茶饮。5L桶装奶茶的走红，正是“报复
性消费”的开端。

在乐乐茶湟普汇店，外卖包装袋排
了六七列，一旁的空杯子摞了一米高，尽

管没人排队，店员们却忙个不停。“请问

现在下单要等多久？”“小程序显示，在您
前面还有 51位。”刚刚走进店里的钱小

姐这才发现，多数消费者原来都“躲”在
线上的小程序里。

不少网红茶饮店的生意已重启。平

日的下午高峰时段，自取或配送平均要

等待 50分钟。订单里，既有上海世纪商
务大厦的白领熟客，也有华山医院一楼

门诊的消费者。7名工作人员各司其职，
将烘焙区的点心用食品袋逐个包好，加

料、冲泡、分装⋯⋯忙得不亦乐乎。
喜茶港汇恒隆广场 LAB 店的客流

也在复苏。店长刘佳说，店里有 8张小圆

桌，保持 1米间隔，“一桌配两椅，撤了不
少椅子”。与乐乐茶不同，喜茶店内收银

暂停，所有订单由小程序或美团外卖“无
接触”下单。关停舒芙蕾等网红餐点并保

留面包蛋糕后，每笔订单约需等待半小
时。在同一时段，喜茶兴业太古汇门店在

小程序中已显示“门店繁忙、茶饮暂不可
购买”。看来，这一杯茶的火热度堪称恢

复神速。
特殊时期，一杯多肉葡萄如何安全

有效地交到消费者手中？早上八点，员工
到店测温，洗手消毒，并对工服和器具消

毒；戴好手套从冰箱取出葡萄，清洗、剥
皮、去籽；用量杯取新鲜茶汤加入配料；

再按需加入芝士奶盖，关紧杯盖，360度
检视；贴上封口贴，通知顾客取茶，或附

上安心贴，承诺用餐安全。
“我们门店已全员复岗，主要服务周

边白领，双休日客流增幅不大。但逛商场
的人明显越来越多，销量正在逐渐向好，

我们有信心！”刘佳笑容坚定。
本报记者 张钰芸 钱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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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足不出“沪”，更能从细微处着眼，发现上海之
美。 这个周末，春天的暖风扑面而来，很多市民走出
家门，或漫步城市来一场“微旅行”，或扶老携幼自驾
出城相约花事。 在滨江感受春风， 在愚园路探秘历
史， 在沪郊踏青赏花……上海处处留下人们热爱生
活的足迹。

    连日来，天气晴好。闷在家里许久

的上海市民们开始走出家门， 欣赏春

光。买菜、理发、遛娃、兜马路、游古镇、

走亲戚……曾经的寻常生活， 此时都

增添了些许美好的仪式感。

■ 昨天下午，上海长江大桥
的返程车流绵延数公里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游客昨晚在外滩
留影 杨建正 摄

    早上 7时，家住广灵四路的退

休老人王新元跟往常一样，去家附
近的菜场买菜。“早餐铺的老板好多

都回老家过年了，最近才陆续开出
来，感觉恢复了一半。今早发现，葱

油饼和油条都涨了两毛钱。能理解，
疫情期间大家都不容易。”王新元在

菜场逛了一圈发现，矮脚青等蔬菜

价廉物美，颇受欢迎。

老王最近一直想理发。“家附
近的文峰还没开，平时偶尔去隔

壁小区相熟的师傅家剃头。现在
进人家小区也不方便，我就在街

边找方向。”他发现，离家 2 公里
远的株洲路上有几家沿街理发店

开门了。

“我选了一家夫妻老婆店。环
境比较简陋，但感觉蛮清爽。店里有

一股消毒水的味道，就我一个顾客。
两口子分别负责洗和剪。洗头时我

想摘口罩，老板娘说别摘。”他坦言，
感觉店家比顾客更重视安全问题。

双休日天气晴好，老王带 3岁

的外孙去杨浦区的上海国际时尚
中心“放风”。“过年期间全家本来

订了去长三角和日本旅行，都取消
了。最近国内疫情好转，想去黄浦

江边透透气。女儿帮我弄好了随申
码，给保安看一下就能进，游客比想

象中的多。”

下午，老王带着小外孙在滨江
观景平台看轮船，身边不少小朋友

吹泡泡、捉迷藏，玩得不亦乐乎。咖
啡馆和奶茶铺的生意很好，一直有

人排队。服装店里的顾客不多，更多
人还是愿意选择户外。下午四五点，

人流慢慢散去，老王夫妇打车回家。
“园区对面就有不少餐馆，但还是回

家吃更安心。”
出门前，老两口就包好了饺子。

“疫情期间，包饺子和包子、炸春卷、
做蛋饼和肉夹馍⋯⋯尝试了多种面

点，我和老婆厨艺大长，全家人都胖
了。”老王笑呵呵地说。

逛滨江 | 带小外孙看轮船

    周末，郝俊慧一家四口去枫泾

古镇自驾游。本打算上午 10点出
发，但拖到 11点 30分才离开小区。

“疫情期间，作息时间都变了，大家
睡得晚、起得晚。”

从除夕开始，除了去 2公里外
的爷爷奶奶家吃饭，两个儿子就没

去过别的地方。最近，爸爸经常陪三

年级的大儿子在小区里打羽毛球。
出发前一天，郝俊慧仔细研究了公

园、景点的开放情况，选择了相对冷
门的枫泾古镇，并在“文旅金山”微

信公众号提前预约，“限额 200名，
我们是第 53个”。

驾车 80分钟，抵达景区，一路
畅通，高速仍在免费期。车子刚出枫

泾道口，就有一个测温点，在景区售
票厅也有测温点。“景区游客比较

少，憋得太久，孩子们都很兴奋。拍
照时，大家总是习惯性地咧嘴笑，后

来才想起来，其实戴着口罩，拍不到

笑容。虽然在空旷处可以摘口罩拍

照，但我们还是特意拍了几张口罩
全家福，也是一种独特的纪念。”

在古镇，吃饭不太方便，部分餐
馆还没开门，人气最旺的是粽子店和

冷饮店。“给孩子买了冰棍，可把他们
乐坏了。听老板娘说，古镇里的不少

店在疫情期间都主动歇业了，最近一

两周开始慢慢恢复人气。不到十分
钟，有七八人买冰棍，生意还不错。”

在古镇里走走逛逛，吃吃闹闹，
孩子们一路欢歌笑语。小儿子坚持

在石板路上骑滑板车，“步履艰难”
的模样，逗得全家开怀大笑，久违的

春意正慢慢渗入每个人的心田。
回程进市区，略微有点堵。“私

家车排队十几分钟，货车要等更
久。”傍晚，一家四口在家附近吃了

汤包，这也是春节至今他们第一次
在外就餐。“吃得很简单，但孩子们

特别满足。”

走亲戚 | 对坐品茶话家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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