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之初，上海旅游业迅即启动

“停组团、关景区、防疫情”工作。随着全国复工复产有
序推进，人群流动恢复常态，文化旅游业开始复苏，上

海各大景点陆续重开。记者近期走访沪上 7大郊野公
园发现，上海旅游业正在化“危”为“机”，整装再出发。

到郊外放松身心
文化旅游业将成为支持充分就业的“压舱石”，

带动经济增长的正能量。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首席

专家、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会长魏小安认
为，疫后旅游恢复类型有差异，“生态旅游、乡村旅

游、郊野休闲将率先恢复，特别是都市郊野游将成
为提振国内游的重要抓手。”

目前，上海 7大郊野公园———长兴岛郊野公园、

广富林郊野公园、松南米市渡郊野公园、浦江郊野公
园、嘉北郊野公园、青西郊野公园、廊下郊野公园陆续

开放，踏青的游人纷至沓来，寻找久违的自然气息。松
南郊野公园内一幢幢白墙青瓦，线条简洁大方的明清

风格农宅让人眼前一亮，配以四周绿草、树木、小河，
就像一幅幅田园山水画。春风醉人的天气，这里是骑
行、散步、赏花的好地方。“走得远一点，空气好一

点，人员也不聚集，所以选了来郊野公

园玩。”游客方女士在接受采

访时坦言，郊野

的开阔是她当下出游考虑的首要因素。

为了满足游客的游园需求，各郊野公园也开展
了特色活动。上海郊野公园中面积最大的长兴岛郊

野公园推出了一系列开园活动，特色的农夫市集活
动包含“畅玩郊野”“郊野鲜果”“郊野时蔬”“花开郊

野”“郊野 BBQ”等多个主题展位，提供丰富多彩的郊
野特色商品与体验，希望让宅家许久的游客玩得尽

兴。重新开园前三天，长兴岛郊野公园入园总人数已
超 2.5万人次。浦江郊野公园目前正在举办上海奇迹

花园春季花展，万株花朵争相斗艳，成为不少游客的

赏花首选。

郊野游迭代升级
“疫后旅游需要的不单是复苏，而是振兴。”魏小

安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疫情之后会出现旅游消费的

“反弹”，但更多的是旅游市场的重大变化。从市场需
求来看，推进“健康生活，品质旅游”将是旅游业新追

求，“新业态、新消费、新生活”也将是产业转型升级的
选择。从市场空间来看，城市居民，尤其是中老年朋

友、自驾出行的家庭，最想去的地方是“空旷的山水田

园地”，最愉快的出游方式是“家庭、朋友自驾”。因此，
迭代升级后的郊野游产品将大放异彩。

据悉，上海即将有新的郊野公园进入人们视
野，漕泾镇将建设面积 60平方公里的郊野公园。作

为金山区的第二座郊野公园，漕泾郊野公园位于金
山区漕泾镇，濒临杭州湾，规划提出发展全域郊野

公园概念，即整镇域建设模式，接近于三

个金山廊下郊野公园的规划

面积。 沈琦华

郊野踏青 魔都文旅业唤醒

永嘉新村由交行兴建
卢绳祖 1934年毕业于东吴大学法学院，曾任交通银行

法律顾问，并晋升为最年轻的首席顾问。他居住的永嘉新村

便是由交通银行出资兴建的。
永嘉新村位于永嘉路岳阳路西侧。永嘉路 580弄是花

园里弄式建筑，北面有出入口通衡山路 17弄，共有 19栋二
层、4栋三层新式里弄，东西向排列，每栋均朝南。1945年抗

战胜利后，住在重庆红岩村交通银行宿舍的员工要随银行

一起回迁上海，由于需要大量安置银行管理人员，因此交行
在永嘉路购置土地建房。据了解，当时先从西面开始建造二

层楼的住宅，约一年后开始兴建东面的三层楼建筑，所以两
边具有完全不同的建筑风格。

永嘉新村西部为 B字形建筑，由 19栋二层小公寓组
成，共 35个单元。不同于一户一栋的新式里弄建筑，底层一

楼的住户从南面出入，而二楼的住户则从北面入口进入，其
分户进出的设计为当年上海公寓首创。东部的 4栋建筑为

C字形建筑，约于 1947年建成，为三个单元合一的蝴蝶式
拼接公寓，外立面是水泥拉毛墙面，四坡红瓦屋面。它的进

口及楼梯嵌在单元的中部，每层有 4套二室户，每个楼层有
较大的公共空间。公寓外围是开放式公共绿地。

曾译制多部法律著作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卢绳祖担任

中国人民银行房产科科长。1978年，卢绳祖进入市社科院

法律研究所担任特约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同时从事立法研
究工作。卢绳祖参与组建了中国国际贸易仲裁促进委员会，

后又参与了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工作。晚年的卢绳祖参
与译制了多部法律著作，

其中有《牛津法律大辞典》

《瑞典的仲裁》《元照英美法

词典》等。2014年 9月 1日，

103岁的卢绳祖在永嘉新村

的家里安然辞世。

作为法学界为数不多的

百岁老人，性格开朗的卢绳

祖曾把自己的养生之道归总

为“五奇”：想睡就睡、想吃就

吃，喜荤厌素爱吃甜，不吃补

品不吃药，勤读书报多工作，与

花儿“谈谈情”、和鱼儿“说说

话”。当年友人去拜访卢绳祖，

时常看到老人坐在窗边著书译

书。 文 沈琦华 图 蔡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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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2年，法学家卢绳祖出生在扬州一个兴盛的大家族

里，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上海的永嘉新村。

走
进
光
复
路
的
福
新
面
粉
一
厂

    福新面粉一厂旧址位于长安路 101号、光复路 423号—

433号，2005年 10月被公布为上海市优秀历史建筑，2014年

3月重新公布为闸北区（现为静安区）文物保护单位，是融“旅

游景点、文物古迹”于一身的休闲漫步好去处。

1913年 7月，荣宗敬、荣德生兄弟与无锡茂新面粉厂浦

文汀、王禹卿合作创办福新面粉厂，后改称福新面粉一厂。当

时，福新面粉厂的有利条件是利用无锡茂新厂“绿兵船”商

标。“兵船”牌面粉早已著名，福新厂创办后，因为与茂新是兄

弟企业，都是荣宗敬一手主持，所以福新也用“绿兵船”商

标，福新由此生意兴隆。至 1921年，福新面粉发展到有 8家

面粉厂，统称福新面粉公司。抗战期间，福新面粉停产，抗战

胜利后恢复生产。1955年公私合营，1956年与阜丰面粉厂

合并，1966年改为上海面粉厂，后又改为上海交电五金公

司仓库。

福新面粉一厂占地约 1.1万平方米，原主要建筑有

厂房一幢、堆栈四所，现存厂房和一所堆栈。 郝文

去枫泾古镇
访问春天

    墙檐玉窗处开着海

棠，水岸屋檐上开着泡桐

花，金山区枫泾古镇以江

南水乡特有的温柔等待游

客去访问春天。

枫泾古镇是中国历史

文化名镇，亦为新沪上八景

之一。地处吴越交汇之处的

古镇内，河道纵横，桥梁众

多，素有“三步两座桥，一望

十条港”之称，沿河古街绿

树成荫，水巷幽静。

目前，枫泾旅游区实

行网上预约制，所有游客

须通过“文旅金山”微信公

众号的“沪游码”预约后，

方可在枫泾旅游区指定区

域购票。为了保障游客健

康，古镇暂不接待团队游

客，提倡自驾游方式出行，

现场购票也仅支持微信或

支付宝付款。

申佑

申景如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