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园内新设了两条

台地园路， 喷雾开启犹

如仙境 首席记者 刘歆 摄

千
园之
城

▲扫码关注新民晚报官方微博

要闻4
本版编辑 /刘靖琳 视觉设计 /戚黎明2021 年 9月 18日 /星期六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能“吃”的陆家嘴建筑群，能“玩”的哈氏淇淋筒……

上海特色伴手礼玩出新花样

徐汇这座“最美街心花园”

与法式浪漫“撞个满怀”

可以“吃”的陆家嘴建筑群软糕，
可以“玩”的哈氏淇淋筒，可以“闻”的
石库门非遗香囊，可以“读”的沪语衣
帽……

上海的特色伴手礼，又玩出了新
花样。昨天，2021年度上海特色伴手礼
进行了公开评选，最终 30款产品获评
上海优选特色伴手礼（金榜），36件产
品获评上海特色伴手礼（银榜）。

▲ 叶榭软糕上的海派元素

▲

可以 DIY的哈氏淇淋筒

本报记者 金旻矣 摄

    本报讯（记者 袁玮）知道市中心有个上

海第一个城市内部苔藓台地游园空间吗？这
个“小而美”的空间，就在位于徐汇区衡复风

貌区的高安花园里，它号称“最美街心花园”，
让人们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觅到一处休

憩之所，于街头转角与法式浪漫“撞个满怀”。
高安花园位于高安路、衡山路转角处，走

入小花园，仿佛步入爱丽丝梦游仙境。花境花

谷的设计打开了视觉，让小小天地疏朗又开
阔。葡萄牙沙岩花钵、浪花矮墙的搭配，莱姆石

斑斓广场与纹饰花园踢脚线相结合，还有亭亭
玉立于阿凡达森林之中的蓝色梦亭、地中海蓝

的蝴蝶坐凳等，处处透露出迷人的法式风情。
小花园保留了大部分原生大树植被，抽

稀了部分石楠等品种，同时对现有植物作了
调整，并加入苔藓、杜鹃和桂花等特色植物。

花园里还有两条台地园路，两侧点缀置石，并
种植了苔藓等蕨类植物，构建一个幽深静谧

的溪谷微缩景观，这就是上海第一个城市内
部苔藓台地游园空间。

高安花园的前身原为上世纪 90年代由加

油站改造成的绿地，为了与周边衡复风貌区的

法式风情住宅、酒店相匹配，徐汇区相关部门
在原有绿地骨架的基础上，通过法桐的荫、金

桂的香、枫树的色到台地花园的情，营造出以

“梧香枫情”为主题的法式风情街心花园，形成

“一街一景、一路一色、一角一特”的可持续发
展绿色社区。今年，高安花园被上海市绿化管

理部门评为“沪上最美街心花园”的一等奖。

    ■ 地址：高安路衡山路口
■ 开放时间：全天
■ 交通：地铁 1号线，公交 15、93、824

■ 门票：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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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即

日起，上海市文旅局联合新民
晚报全媒体、乐游上海等联合

推出 2021 上海市民“家门口
的好去处”评选活动开启公众

投票。

上海市民“家门口的好去

处”评选以实现“十五分钟社区
生活圈”为工作目标，以“微旅

游、慢生活”为导向，努力提供
亲民便民、宜乐宜游新型文化

旅游公共空间，以市民游客视
角重塑具有上海独特文化魅力

和美学风格的新型社区，体现

上海城市更新中的烟火味、人
情味、好滋味。

2020年，市文化旅游局已

经认定第一批 50个“家门口的
好去处”（名单），这其中包括融

合社区服务和文化体育等功能
的商业街区、建在社区旁的口

袋公园绿地、嵌入社区的微剧
场等不同类型。今年的评选自

2021年 7月启动，有 142家单
位申报了此次评选。经过专家

初评，遴选出 80个候选单位。
本次公众投票将持续至 9

月 26日 24：00，投票者通过 http://travel.

firefuntech.com/vote进入投票通道。主办
方将结合市民投票结果和专家评审意

见，评选出新的 50个上海市民“家门口
的好去处”，并颁发证书和铭牌。

上海轨交1、2、10号线

中秋节当天增开定点加班车
    本报讯（记者 任天宝）记者从申通地铁

获悉，上海轨交将根据中秋节期间客流出行
特点，制定专项方案，全力保障小长假期间地

铁运营安全顺畅。
9月 21日为中秋小长假最后一天，抵离

沪客流将集中出行。为做好节假日返程期间
虹桥枢纽、上海火车站、上海南站的客流疏散

工作，9月 21日夜间，轨交 1、2、10号线将实

施定点加开方案，加开列车始发站最晚发车
时间为 23:30。

■ 1号线定点加班车 （上海南站站往富
锦路站方向） 沿途仅停靠徐家汇站、人民广

场站、上海火车站站、上海马戏城站、通河新

村站、富锦路站，其余车站跳停。停靠车站中，

上海南站站、上海火车站站可上下客，其余各
停靠站都只能下客，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 1号线定点加班车 （上海火车站站往
莘庄站方向） 沿途仅停靠人民广场站、徐家

汇站、上海南站站、莘庄站，其余车站跳停。停
靠车站中，上海火车站站、上海南站站可上下

客，其余各停靠站都只能下客，途经换乘站不

可换乘。

■ 2号线定点加班车 （虹桥火车站站往
龙阳路站方向） 中途停靠虹桥 2 号航站楼

站、淞虹路站、中山公园站、静安寺站、人民广
场站及世纪大道站。其中除始发站虹桥火车

站站及虹桥 2号航站楼站可上下客外，其余
各停靠站都只能下客，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 10号线定点加班车（虹桥火车站站往

五角场站方向） 沿途仅停靠虹桥火车站站、

虹桥 2号航站楼站、虹桥 1号航站楼站、虹桥
路站、陕西南路站、南京东路站、海伦路站、四

平路站、五角场站，其余车站跳停。停靠车站
中，虹桥火车站站，虹桥 2号航站楼站、虹桥 1

号航站楼站可上下客，其余各停靠站都只能
下客，途经换乘站不可换乘。

哈氏淇淋筒可以DIY

一进评选会场，记者就闻到了一股奶油
香。循味找去，一盘盘采用新西兰黄油制成的

哈氏淇淋筒，成了场上最吸睛的食物。原来，
这款伴手礼不仅能吃，还可以用玩的方式进

行 DIY创作，巧克力棒、蓝莓、葡萄干等各种
食材都可以“撒”在奶油上，甚至有消费者将

哈氏很受欢迎的锅巴碎当做配料撒在上面，

软糯奶油和脆脆的锅巴在唇齿间融合，成了
一款独一无二的淇淋筒。

“老字号也要融入一些可以‘打卡’的元
素。淇淋筒是海派老式点心，‘玩转’起来后，

就更年轻了。”上海哈尔滨食品厂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邵萍告诉记者，下一步各门店可能也
会尝试引入 DIY模式，并新研发淇淋筒礼盒，

盒内配上冰袋和 DIY食材配件袋，让大家把
可以“玩”的海派点心带回家。

与“一大会址”同款的香囊
今年，作为闵行区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杏家香囊，与雷允上北区合作，推出一款

《世纪之门》香囊礼盒。礼盒中，加入雷允上药
粉的香囊钥匙圈小巧精致，用非遗技艺绣成

的书签则模样可爱。既实用又小巧的产品，真
正诠释了“伴手礼”的含义。有趣的是，两款产

品外形都如同“一大会址”的大门，并已被一

大会址纪念馆永久收藏。

杏家香囊传承人郑会雄表示，自从去年
“手鞠香囊”参与伴手礼评选后，香囊技艺已

通过“非遗进社区”“非遗进校园”等渠道，走
入闵行、杨浦、虹口的社区文化中心，成为沪

上首款可让市民体验制作的伴手礼。“今年以
来，我们已经提供了 30多节课程，参与者有

1000多人次。”郑会雄说。

东方明珠印上非遗叶榭软糕
今年场上还有一些“新面孔”。第一次参

加的“八十八亩田”，带来了市级非遗名点叶

榭软糕，最终获得全场第一。叶榭软糕始产于

明代松江，传承至今 400多年。记者看到，与
传统软糕不同，伴手礼叶榭软糕上，印有“侬

好上海”“魅力魔都”等独具特色的字样，还有
一款则印有东方明珠等陆家嘴建筑群，好吃

又好看。“这款概念性产品，希望将江南文化
与海派文化相融合。”“八十八亩田”现场负责

人黄林阳说。

登样、来赛、结棍、赖学精……这些上海
话，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同为首次参加评选

的哈芙琳，是上海一家老牌校服企业。哈芙琳
就以“沪言沪语”为灵感，为青少年设计了国

潮休闲产品系列，并做成 T恤、帆布袋、棒球
帽等伴手礼，希望引导青少年传承沪语文化，

成为真正的“守沪人”。

专家消费者共同评出金银榜
记者从上海市消保委获悉，今年上海特

色伴手礼评测从 4月启动征集，经过初选和

甄选，50家企业的 66件产品进入今天的优选
轮评测环节。在现场，来自各领域的 11名专

家评委从地域特色、品牌文化、产品体验等维
度，结合甄选轮消费者评测数据进行评判。

最终，八十八亩田叶榭软糕、龙凤蕙质兰

心团扇等 30件产品，被评为上海优选特色伴
手礼。屋里香富贵连年礼盒、Milandu贵人瓷

骨质瓷茶咖具等 36件产品，被评为上海特色
伴手礼。 本报记者 金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