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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年夜饭怎么吃？安全
最重要。年关将至，过年团聚的期待涌
上心头，但面对国内多地出现零星散发病
例和局部聚集性疫情，减少聚集的疫情防控
要求也不能忽视。记者昨天从申城部分餐饮企
业了解到，今年的年夜饭订餐情况出现新变化，
相比在外用餐，不少市民选择预订半成品大礼
包，尝试餐点自提或者送餐到家服务，把年夜饭
拎回家吃。餐饮、商场企业也顺应新趋势，增
加半成品、快手菜供应的品种和数量，让市
民从南北风味中感受浓浓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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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上餐企商超半成品家宴套餐上架
让市民从南北风味中感受浓浓年味

年夜饭拎回家吃 真香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11部门

发布意见，要求统筹做好 2021

年春运工作和疫情防控，努力保

障人民群众平安有序出行。
2021 年春运将从 1 月 28

日开始，3月 8日结束，共计 40

天。《关于做好 2021年春运工作

和加强春运疫情防控的意见》指

出，要把疫情防控放在首位，坚
持常态化精准防控和局部应急

处置有机结合，切实强化底线思
维，充分预估风险挑战。

经会商研判，2021 年春运
我国人口流动规模将显著低于

常年，客流量存在较强不确定
性。在需求缩减和运力提升双重

作用下，预计营业性客运压力将
减轻，高铁、民航出行比例进一

步提高，小客车出行偏好明显增
加，恶劣天气、农村道路安全风

险等需要高度关注。
意见要求，健全协调有力的

春运工作机制。各地区要建立由政府主管领导
牵头的春运工作机制，并将卫生健康、教育、文

化旅游部门纳入。要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要求，
各类客运场站和交通运输工具春运期间要增

加通风、消毒等措施频次，落实飞机、列车、长
途客车、重点水域水路客运等交通运输工具的

实名购票、对号入座。加强乘客和一线职工个

人防护。所有客运一线服务人员要规范佩戴口
罩，督促要求旅客全程佩戴口罩。

意见明确，要切实加强运力保障，着力优
化运输衔接。积极引导错峰出行，倡导职工群

众就地过节。鼓励用人单位结合工作需要和职
工意愿，统筹安排休假。工会组织要积极与用

工单位协商息工开工时间，组织做好务工人员
错峰返乡返岗。鼓励互联网企业开发春运信息

服务产品，运用大数据等技术及时预测发布热
门目的地、交通枢纽客流量、道路拥堵等信息，

引导旅客合理安排出行。
意见强调，把安全生产作为重中之重，有

效应对恶劣天气，做好道路疏堵保畅。要适应
疫情防控要求，打造便捷出行环境，保障老年

人等特殊群体在智能化条件下的出行服务。在
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地协调开行专车、专列，根

据需要组织开行农民工返乡和回城“点对点”
包车运输。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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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几年间，每逢春节将至，沪上部

分饭店的年夜饭就会被预订一空。但今年
受到疫情影响，考虑到聚餐风险，少数市

民选择了退订年夜饭，佳节团聚的形式随
“疫”而变。

“考虑再三，我们决定今年还是在家
吃年夜饭了。”家住杨浦平凉路的张女士

这两天开始整理冰箱，腾出了大半个冷冻

柜为春节备货。半成品羊排、东海带鱼段
等“硬菜”都已下单，小菜场里的风鳗也买

了一条。她告诉记者，大年夜这天，会把父

母和姐姐一家都请到自家来团聚。“往年
我们都会订在家门口的连锁饭店吃年夜

饭，但今年再三思考，还是改到了自己家
里，毕竟风险最小，安全第一。”

记者从光明邨、和记小菜等饭店获
悉，最近一段时间，陆续有市民来电，取消

年夜饭预订。“尽管不多，但我们确实接到

了几桌退订年夜饭的电话。”光明邨经理
项开宇说，顾客退订后，空出来的桌数不

再对外销售，而是索性撤台并拉大桌与桌

之间的距离。同时也可以要求年夜饭全部
打包，带回家用餐。

和记小菜区域总经理杨海则告诉记
者，这两天门店正主动打电话和顾客确

认，年夜饭的预订是否有变动。“顾客如果
要退订，我们会积极配合，另一方面也会

提供其他解决方案，例如年夜饭打包回家
吃的话，会给到一个折扣价，当然也可以

选择延期消费等。”

取消预订在家吃 放 心 放 松

提前下单大礼包 省 心 省 力
    餐企积极适应防疫要求，改变经营策

略，提前推出半成品、熟食等年夜饭大礼
包，满足消费者“省心省力”的需求。

全家福、干烧明虾、糟溜鱼片、蒜香
骨……国际饭店的 2021 新年家宴礼盒

中，都是招牌菜。“我们的半成品礼包基本
销售完了，今年的销量同比增加了 20%。”

国际饭店副总经理钱敏说，提前预订的大
多数是老客人，往年都在国际饭店堂吃年

夜饭，今年选择在家烹饪半成品，记忆和
味道都不变。

杏花楼今年则推出了两种年夜饭半

成品套餐，一种是在线上、门店下单，电话
预约后送货上门，另一种则要在饭店自

提，包括冷菜、热菜、砂锅、酱料等 9套自
制半成品套餐。“冷热菜都分 A、B套，方

便顾客灵活组合。”杏花楼餐饮部经理汪
夏萍说，无论是 4-6人小家庭，还是 10-

12人大家庭，都能自由搭配选择，品种相

比去年增加了 30%，销售也很不错。

“去年的疫情让不少人养成了在家做
饭的习惯，所以今年我们的半成品、快手

菜卖得不错。”记者从新雅粤菜馆获悉，为
了让顾客在家也能吃到大师手艺，新雅大

厨用近一年的时间改良配方和火候，竹荪
枸杞炖草鸡汤、蟹粉黄鱼等硬菜都能在家

加热后上桌，就连葱姜等配料都备齐了。

目前新雅粤菜馆的半成品年夜饭已销售
15?套，从 1月中旬开始，厨师们将开启

24小时上班模式。
常年排队购买的光明邨熟食也是上

海人年夜饭餐桌上的“明星”。为了确保节
日供应，预计大厨们将在 1月底进入 24

小时翻班的状态。“今年的订单预计会比
往年多 10%，不仅有老上海人喜欢我们的

熟菜，也有留在本地过年的新上海人。”项
开宇说，即便是春节期间也会根据需求来

确保供应。

中华老字号上海老饭店也是不少老

上海人心里的“白月光”。近日上海老饭店

不仅推出了包含本邦招牌菜的三款年夜
饭半成品套餐，还特意拍摄了菜品制作的

讲解视频，让消费者在家轻松“复原”，

“秒”变本邦大厨。其中专门为 3-4人的小
家庭“量身定制”了一款“属你最牛”盆菜

礼盒，冷菜、热菜、点心品类俱全，受到很
多消费者的欢迎，短短半个月已售罄。已

有 260多年历史的松鹤楼是地道苏邦味
的代表，在“豫园年礼节”期间，年夜饭礼

盒在 50分钟内收到 5000份预订单。
相比数千元一桌的年夜饭，半成品大

礼包的价格也十分实惠。记者从多家餐企

了解到，一桌 10人份的半成品年夜饭基
本上在千元上下，招牌菜、经典菜都在其

中。例如和记小菜这两天最新推的年夜饭
礼盒，会员价是 788元，同样的菜品和分

量在店里吃则要近 1500元。

南北年菜备货足 精 心 精 品
    “宅家过年”的大趋势下，上海各大商

超、新零售企业也提前做好了准备。不仅
有新鲜食材、南北干货、糖果酒类等传统

节日产品，还开发了一系列全国各地风味
的快手菜，让市民在家享用团圆饭。

“今年我们开发了近百种快手菜产
品，比如佛跳墙、花胶鸡、八宝鸭、火锅等

全国各地风味的菜肴，其中不乏和知名餐

厅例如苏浙汇等合作开发的菜品。”叮咚
买菜副总裁熊卫介绍，由于今年鼓励尽量

待在本市过年，为了让外地人也能吃到家

乡菜，叮咚买菜还推出了各地菜系的菜
品，比如港式佛跳墙、海南文昌椰子鸡、老

北京羊蝎子火锅、本邦八宝鸭、川式沸腾
牛蛙等，将南北风味都包括其中，同时还

开发出轻量级的“大菜”，例如 299元的佛
跳墙，刚好够 2-4人的小家庭食用。

山姆会员商店今年则首次推出“年味

全家福”系列年夜饭套餐，不仅包括了佛
跳墙、大盆菜、猪肚鸡汤等硬菜，还配齐了

主食、甜品等，组合为 4-6人及 7-8人套

餐，可以在大年夜和年初一配送到家。除
了传统菜式，部队火锅、寿喜锅、巧克力披

萨、烤羔羊排等异国风味也给年夜饭带来
新选择。记者了解到，山姆今年的熟食品

类备货量较去年翻?，肉类、蔬菜和鸡蛋
品类供货量则将是去年同期的 1.5?。

家乐福则表示，店内在售的新雅半成

品菜系列增加到了 25种，还有小南国、大
希地等品牌的快手菜，确保节前节中供应。

本报记者 张钰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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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下午，不少市民前往南京东路的新雅粤

菜馆，选购半成品年夜饭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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