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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本报讯（记者 罗

水元）上海既有桥梁加

装电梯实事项目又有重要

进展了：恒丰路桥率先完

成两部垂直电梯

的安装，于昨天

起试运行，成为

苏州河桥梁加梯

第一例。

恒丰路桥，前

身为木桁架结构，

清光绪二十九年

（1903年）初建，原

名汇通桥。曾经

先后多次拆除重

建，1948年建成钢

筋混凝土桥梁；

1987年，在其东侧

建新桥，以恒丰路

得名。

这里距离汉

中路地铁站（1、

12、13号线）换乘

枢纽约250米，周边市民步

行过桥需求明显。但是，

根据苏州河Ⅳ级航道通航

净空要求，恒丰路桥梁体

距离河面较高，原有的人

行梯道较为狭窄陡峭，对

于老年人、残疾人或者背

负重物的行人来说，上下

楼梯非常困难。

2021年，市道运局、市

道运中心联合静安区相关

部门，从城市更新

的角度出发，为恒

丰路桥加装电梯。

为了让加装

电梯工程顺利实

施，既保证桥梁的

结构安全，又满足

无障碍通行的需

求，还不影响“一

江一河”总体风

貌，市道运中心与

参建单位在恒丰

路桥功能和景观

提升的基础上，做

了大量的前期调

研和方案的完善。

本次投运的

两部垂直景观电

梯，采用1.1米?1.4

米无障碍电梯，载重量630

公斤，核载人数8人，外立

面采用全透明的玻璃幕墙，

现代简洁。电梯内同步增

设了新风系统、视频监控、

盲文按钮、电子音

箱等设施。

2021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

1.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3年平均复合

增长6.8%，规模位居全国城市首位。这是

记者从昨晚举行的“2022年（春季）全国消费

促进月”启动仪式上获得的信息。由商务部

主办的“2022年（春季）全国消费促进月”将

从2022年3月1日持续至3月31日，其中上

海站聚焦“家消费”“她消费”等消费新热点。

消费市场
突破1.8万亿元

启动仪式上发布的《上海消费市场大数

据蓝皮书》显示，2021年，上海社会消费品零

售总额突破1.8万亿元，同比增长13.5%，3

年平均复合增长6.8%，规模位居全国城市

首位。线下支付端消费3.20万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5.36%。网络购物交易额13163.0亿

元，同比增长12.3%。

从重点商圈看，南京西路商圈、小陆家

嘴—张杨路商圈、南京东路商圈年度线下消

费总额位居全市前三名。从消费热点看，以

服装鞋帽、汽车、化妆品、金银珠宝、家电家

居为主的“家消费”“她消费”在线下零售业

消费中占比近四成。从外来消费看，上海外

来消费流入近6000亿元，郑州市、南京市、

北京市、宁波市和苏州市是上海消费流入的

主要来源地。

从首发经济看，上海全年新开首店1078

家，同比增长18.6%，规模居全国首位。全年

超过 3000个国际国内品牌在沪举办新品首

发、首秀、首展活动。从夜间经济看，上海夜

间出行活跃度和夜间灯光强度指标双项全国

第一，上海夜生活综合指数位列全国第一。

优惠升级
齐发亿元补贴

本次“全国消费促进月 ·上海”聚焦“家

消费”“她消费”，带来亮点纷呈的活动。

国美推出“直降、立减、套购满万返千、

全网比价”等多重优惠活动，向上海发放首

批8000万元消费补贴券。苏宁易购双线同

步发售100款全系家电核心新品，推出“收

旧价低双倍补”、3000元家装家电专属基金

等活动。红星美凯龙整合20万件限定爆

款产品，放利补贴达10亿元。月星家居发

放亿元补贴，百安居打造家装建材开工嘉

年华。永达汽车联合东方购物推出多达10

场的专业汽车直播活动，开启全渠道汽车

新零售。

为了迎接“三八妇女节”，服饰、美妆、美

容美发、金银珠宝、健身等重点领域也有一

系列促消费活动。上海时装周将在举办20

周年之际，发布百余场新品，推动可持续时

尚发展。新世界聚焦“女性时尚消费月”，在

三周时间里推出“3.8女神节”“花样女神节”

“百变女神节”，分别推出三八妇女节专辑、

春季化妆品节专辑和新世界春季时装周专

辑。徐家汇商城推出“潮市集”“春季女人

节”及“惠动女人心”等一系列以女性为主题

的特色活动。优衣库首发70多款春夏新

品，优惠力度达2亿元。百联股份推出

“beautywithu”春季美妆节，带来美妆福利

团、线上百联云店、第三方支付优惠等多重

优惠活动。高岛屋推出满额立减、化妆品优

惠升级活动。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本报讯（记者 袁玮）在华亭宾馆“身

后”有一排令人瞩目的高层住宅，这就是被

老上海称为“九栋楼”的漕北高层，这也是

上海最早的一批高层建筑。作为徐汇区徐

家汇街道2022年“三旧”变“三新”的重点工

程，漕北高层将进行全面升级改造。

漕北大楼是体育公园周边重要的成片

优秀历史建筑，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上海城

市建设成就的重要代表之一。由于建造时

间早，违法建筑搭建时间相对久远，已投入

使用多年，导致整治难度高、拆除阻碍大。

为加快推进漕北大楼整体修缮工作，徐家

汇街道漕北高层拆违工作小组第一时间前

往实地开展调研，发现小区内存在不少乱

搭乱建、乱堆乱放、占用公共空间等现象，

不仅给居民的正常生活带来困扰，更影响

了小区整体的环境面貌。

1月初，徐汇新村居委会分批次组织漕

北大楼各楼栋居民代表召开关于漕北大楼

修缮工作的居民座谈会，共计138名居民

代表参会。会上，居民们针对漕北大楼优

秀历史建筑修缮及周边环境提升需求深入

交流。

2月24日，由徐汇区房管局牵头，会同徐

家汇街道、徐汇新村居委会、小区业主代表、

小区物业、设计方、监理等召开漕北大楼修缮

工程进场对接会。会上，相关单位分别介

绍了设计方案、施工内容及施工前准备

工作。设计单位表示将进一步根据

居民提出来的想法完善方案细

节，以满足居民需求。

本报讯（记者 张钰芸）时隔八年，上海

老字号启动新一轮认定。申城五部门联合

印发的《关于开展上海老字号认定的若干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昨起施行，今后本市

将每三年认定一次“上海老字号”。今年“五

五购物节”期间，新认定的一批“上海老字

号”将在2022老字号博览会上集体亮相。

2006年和2011年，商务部先后认定了

两批“中华老字号”，其中上海有180家，位

居全国首位。2014年，上海市商务委认定了

42家“上海老字号”。目前，上海共有老字号

222家，其中，中华老字号均成立超过60年，

至今已有65家创立超过100年。

新一轮的上海老字号认定，是希望通过

健全名录，引导更多老字号重视品牌发展，

强化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从而深化上海老

字号的保护、传承与创新，加快推进上海国

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

即将施行的《规定》共有27条，对上海

老字号的认定条件、申请程序、标识权属、违

规整改、品牌发展、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做

出规定。

认定条件包括：必须满足创立时间达50

年（含）以上；传承独特的产品、技艺或服务；

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鲜明的上海地域文化

特征，具有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拥有对应

的代表性注册商标的所有权或专用权；生产

销售日用消费品或提供生活性服务；具有良

好信誉，得到广泛社会认同和赞誉；经营状

况良好，且具有较强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等。

近日，一家全球知名的咖啡品牌店，在上

海开设了首店。除了供应精品咖啡，还推出

条头糕等中式糕点的精致拼盘。此前，上海

的一家老字号也推出过咖啡配条头糕的组

合，并在朋友圈中得到了不少的曝光率。

糕团是江南食品中的一大特色，清代苏

州文士顾禄所著的《清嘉录》中就提到了条头

糕。上海毗邻苏州，早年很多苏州人移居到

上海，所以也很自然把苏式糕团带到上海。

条头糕在改良之后，成为了具有海派特色的

糕团。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中曾提到：“那时

候学校里是可以向校役订点心的，如条头糕、

麻酥糖之类。”

条头糕来到上海之后，最大的变化是有

了“品牌”：据说创建于清宣统元年（1909年）

的乔家栅最早推出条头糕，沈大成、杏花楼等

老字号随后也纷纷推出。这些老字号产品也

影响到了浙江。夏丏尊在《鲁迅翁杂忆》中提

到，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晚上

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

他每夜必须的粮”。

老字号关注传统工艺的传承，更关注如

何让条头糕进一步吸引年轻人。前两年，沪

上一家老字号推出“拿铁+条头糕”的下午茶

套餐。出乎意料的创意搭配，带来了源源不断

的惊喜，并吸引了更多咖啡店关注中式点心。

品质源于传承，生命发于创新。条头糕

的“出圈”有偶然性，但更有必然性。要让“西

式咖啡+中式点心”不违和，既要有合适的咖

啡，也要有合适的点心，而这两样东西上海都

具备：上海是全世界拥有咖啡馆最多的城市，

而像条头糕这样的中式点心，经过老字号一

代代的传承，早已融入人们的生活。

“出圈”的条头糕，不仅不“老”，而且很

“潮”，这给市场最大的启示就是，与其“吃老

本”，不如主动跨界，在传承中引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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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惠挡不住 开春买不停
“全国消费促进月·上海”关键词：“家消费”“她消费”

上海老字号启动新一轮认定■ 设50年门槛
■ 今后三年一评

“出圈”的条头糕
方翔

新民随笔

备몣뗚튻엺룟닣붨훾ힼ놸“新탂”

▲ 现状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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