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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浩强给快件消毒 本报记者 陈梦泽 摄

“蹲”限量潮玩
开“發”财闷包

    价比茅台的积木熊 Be@rbrick 闷包当

作新年礼物？美国艺术家 Daniel Arsham

的“發”麻将钥匙扣限量发行，国内原创潮

玩工作室设计出品的金玉满仓摆件锦上
添花……如此潮玩界的“大手笔”，今天在

位于新乐路的 Forus Store启动。店主屠晨
星希望和众多“原年人”一起拼手气迎好运，

开启不一样的金牛年。

时间倒拨回昨日晚间，屠晨星还在担心
活动是否会有人气，不曾想早上一开业，就

有资深玩家来扫货。“他是我们的高阶玩家，
人称‘兜一圈’，只要上新货，一定全套买

齐。”屠晨星口中的这名老客名叫周夏尼，隔
三差五来打卡，看到小铺里摆满的大箱子两

眼放光。屠晨星不和他客气：“你要控制你自
己，大型闷包我就准备了几个，还有几十个

小型闷包，我还指望它们吸引新粉丝呢。”
在短短 1 公里不到的新乐路上，从

2019年起暴发了一波开店潮，近 20 家潮
鞋、潮玩店散落其间，这里成为了潮流单品

在上海最大的线下实体店聚集区。而靠近襄
阳北路口的 Forus Store，橱窗里摆着 Mas?

termind Japan高达扎古双模型；Kaws 粉色

铜灯闪耀着“珍稀”的光芒；日本专业制帽品
牌受注生产的皮卡丘帽子勾起童年回忆，还

有 50多个大积木熊搞“气氛”，红红火火的
年味呼之欲出。在这里“蹲”一个最酷最潮

的收藏级玩具，是上海许多潮流青年的新

年愿望。
屠晨星介绍，来这里的顾客大多为 90

后和 00后，出手率很高，光看不买的不多，
有买来送人的，也有纯粹自己收藏把玩的。

部分极具价值的潮流玩具会有不菲的涨跌，
增值效应也吸引许多年轻人为之钻研门道，

大胆出手“潮玩新消费”。

屠晨星特地选了年初五这个吉利的日
子，准备了 5个 70?米高积木熊 Be@rbrick

闷包、18个金玉满仓摆件和 18个“發”麻将
钥匙扣，“就是想讨个好口彩，售价一致的大

型闷包由买主抽签决定，小型闷包的定价会
比较折中。”

据悉，店内还将在春节后陆续上新艺术
家限量联名款潮玩，其中就有 Daniel Ar－

sham为爱奇艺原创潮流经营体验节目《潮
流合伙人 2》打造的以中国传统文化元素麻

将为创作蓝本的“被侵蚀的青铜·發”，这款
雕塑全球限量发售 500件，其中 100件独家

授权 Forus Store，“能拿下买手店一级市场

的发售，我们算是圈内第一家”。
像美术馆一样开门迎客，让更多年轻人

找到精神慰藉，携手国内外艺术家下沉市场
迸发灵感，新乐路上的“弄潮人”正拨弄上海

潮玩消费这根弦。
本报记者 钱文婷

    “往年春节期间，每天也就几十个快件，

有时甚至一天一个都没有；今年不一样，每天
4个驿站约 1000个快件。”这两天，在杨浦区

张家浜小区“妈妈驿站”里，圆通速递上海杨
浦同济分公司快递员郭浩强和同事一直忙碌

着。响应就地过年号召，郭浩强负责的 4个
“妈妈驿站”今年有 6 名快递员留沪坚守岗

位，只有 2名快递员因老家有事返乡。“我们

不回老家过年，本身就是为防疫做贡献；今年
春节人们宅在家里的多，网购也多，我们留下

来做好服务，是‘双重贡献’。”郭浩强说这话
时挺自豪。

快递需体力也需脑力
“妈妈驿站”是快递末端站点，各大快递公

司的快递被送到这里作最后的分发。“我在这

个小区扎根七八年，对每个客户的偏好几乎了
如指掌，白领白天家里没人，快递就放在驿站，

等他们晚上下班来取；行动不便的老人、孕妇
等，我们就会送上门。”郭浩强说，快递员的工

作既需要体力，也需要脑力，“我刚刚去送了一

票 68公斤的快件，扛上 7楼，像这样的快件不
可能让客户自己来驿站取。服务行业只有动脑

筋、卖力气把服务做好了，客户才会认同我们。
你看，我们驿站至今是零投诉。”

今年很多人就地过年，“2021全国网上年
货节”举办，家人之间互寄老家年货和新春礼

品，使得春节前后快递单量相比往年大幅上
升，圆通等快递公司依然延续“春节不打烊”服

务，圆通在上海的留守人员比往年同期增加了
两三倍。

曾坚守集装箱数个月
“今年春节再忙，也没有去年那么紧张。”

郭浩强说，今年相对而言要心情“轻松”一些。

新华医院在郭浩强派件范围内。2020年
初，疫情形势最严峻的两三个月里，新华医院

防疫任务繁重，经协商最终确定各家快递公司
的快件统一交由郭浩强一人负责，作“无接触

派送”。郭浩强在医院门口置了一个集装箱，用
于暂时存放、安排快件，自己也住进了集装箱。

每天，他戴上口罩、穿上防护服，把自己武装
好，把快件分类归好，逐个通知收件人。要是包

裹上写有“重要物资”，则优先处理，或者送到
科室下面，让医院得以第一时间入库使用。

他坚守集装箱几个月，为医院派送各类快

件近万票，最多一天连续奋战 14个小时，为医
院派送快件 500多票，无一票投诉。郭浩强说，

去年是他为新华医院派送快件的第 7个年头，

已经与医院里的医生、护士共 3000多人建立

联系，成为大家最信赖的快递小哥。也正因此，
去年郭浩强作为民营快递业的两名“上海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之一，受到了表彰。
“我把自己的工作看作‘防疫预备军’，今

年防疫形势比去年好多了，但万一有情况，我
一定再次请缨到防疫最前线去。”郭浩强说。

自掏腰包寄防疫物资
今年 32岁的郭浩强，老家在河北衡水饶

阳，“去年我都在回家路上了，因为上海这边需

要人手，公司把我临时叫了回来；今年老家那
边防疫压力也大，所以很早就决定留在上海过

年。”郭浩强的妻子也在附近一家“妈妈驿站”
上班，两个孩子在身边，这让他安心不少。但他

仍记挂着老家乡亲们，过年前自掏腰包采购了

包括 1万只口罩和十几箱消毒洗手液等在内
的一批防疫物资发往河北，捐赠给乡亲。

员工留在上海加班，公司也尽可能提供好
后勤保障。“除了值班补贴，还有春节红包。分

公司负责人程协过年前还往每一名留守员工
的老家悄悄快递了年货大礼包，直到家里人打
电话，我们才知道。这一点很

感激公司，有人情味。”由于

驿站要有人值班，吃饭也不
能大规模聚集，所以今年分

公司的年夜饭是分批次吃
的，但大家都觉得很开心。

本报记者 金志刚

去年住集装箱给医院送快件，今年春节再次留守上海———

快递小哥：再忙也没有去年紧张

以花为媒 小村庄推出网红精品
宝山月浦镇聚源桥村聚焦“美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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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假日 生活新

    “曲曲银钩月浦塘，八月潮来满客航。千

家村里人喧闹，菜花开过菊花黄。两寺钟声远
近闻，客从故乡到仙乡。”提到宝山区月浦镇，

大家都会想到花卉产业。近年来，月浦镇打造
花卉小镇，连续多年举办花艺展，吸引大量游

客。而聚源桥村作为花卉小镇核心板块，“一
水间”花卉生态园、“爱萌多肉”花卉基地等特

色景点连点成线，成为乡村旅游重要资源。

直播带货小有名气
很多人大概不会想到，在淘宝上小有名

气的“爱萌多肉”，其网络直播间就设在聚源

桥村里。这个网络直播间由村里原来一家加
工企业的厂房改造，现在成为多肉植物的世

界，每天女主播们展示各类多肉植物，销售到
全国各地。

聚源桥村位于月浦镇西北部，村域总面

积 1.1?方公里，是月浦唯一的整建制自然
村。去年，聚源桥村跻身上海市乡村振兴示范

村，展现“沪北花园村”特色名片。花卉产业
不仅提升了乡村颜值，更带动了“美丽经济”。

月浦镇联合聚源桥村、月狮村、沈家桥村
“三村联动”组建文旅联盟，以源怡花卉基地-

“一水间”园艺公司-“爱萌多肉”为花卉产业

主线，统筹做好农业产业规划引领定位，将传
统种植模式全面升级。通过利用村域内零散

地块，不断提高土地利用率，实现村域产业整
体化效益布局，为乡村产业转型旅游业奠定

基础。如“一水间”花卉生态园，未来将改造转
型成为集花卉种植、创新型农业示范、科普教

育、园艺花艺技能培训、观光旅游、休闲娱乐
为一体的现代花卉主题公园；网红新宠“爱萌

多肉”花卉基地，主营多肉植物的生产、进口

和销售，上海基地 11亩、昆明基地 40亩，目
前拥有“爱萌多肉天猫店铺”“辛然园艺旗舰

店”等多家淘宝店，年营业额 3000万元左右。

线上经济迸发活力
去年 5月 8日上午 9时 30分，随着聚新

农业合作社线上销售第一单的成交，2020上

海宝山月浦花艺展“云”序幕开启。
聚新农业合作社的“新”体现在哪里呢？

一是农产品种类“新”，主打产品是景天科和
番杏科的 200多种多肉花卉、特色蔬果、月浦

非遗竹编等本地特色农产品；二是合作模式

“新”，聚源桥村在全区率先探索“龙头企业+

合作社+农户”的生产经营方式，村民集体出

资参与，人人都是合作社股东；三是销售渠道

“新”，村里培育自己的乡村主播，把名优特农

产品推销成网红精品，打响本地农产品品牌。

奉上乡村文化大餐
精巧细致的竹编作品展现非遗魅力，沪

剧、舞狮等传统节目具有家乡味道，花卉大篷

车载满月浦花卉驶入社区……在点亮在线新
经济的同时，花卉观光、休闲娱乐、户外体验

等一道道乡村文化大餐也同时奉上。
月浦“新三镇”2.0版建设已经启动，致力

打造花卉特色小镇，组建花旅联盟，打响在地

企业花卉品牌，贯通花卉一、二、三产的产销
链条，将企业花卉示范园与生态宜居美丽家

园、百姓增收幸福乐园充分融合，让花卉产业
在乡村振兴中迸发澎湃活力。

本报记者 郭剑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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