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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花街的好消息
潘高峰

新民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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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最近，梦花街以南的蓬莱路
地块旧改重新启动，首日签约率
就达到97.33%，居民们有望很快
迁出旧区，开启新生活。
昨天看到这条新闻，感触特

别深。我们都知道，这次大上海
保卫战有两处“战场”特别艰难，
老百姓称之为：东有北蔡镇，西有
梦花街。这两个地名，代表的其
实是上海城市更新进程中的两个
痛点：城中村和老城厢。
今年5月下旬，我曾去黄浦区

蹲点采访，听到了很多社区战疫
的悲壮故事。黄浦战疫的艰难，
难就难在老城厢，在二级以下旧
里，在那些门户相连、煤卫合用、
一“阳”就是一片的地方。
老西门街道梦花街区域是其

中的代表。据说梦花街以北4个
居委会1万多名居民中，近六成不
幸被感染。除此之外，我采访过
的南东街道承兴里、平望居委，半
淞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委、瞿溪
新村居委等，也都十分类似。
老城厢和城中村战疫的惨

烈，让城市更新有了另一重意
义。不光关乎民生，也关乎城市
安全。正因如此，上海刚刚走出
疫情困境不久，就重新拉开旧改
大幕。目前，除了黄浦区蓬莱路
地块、783街坊南块与北块以外，
虹口区185、212、234、247四个街
坊的旧改听证会也陆续召开，力
争在6月底前完成全区的成片二
级旧里改造。
这不仅是要把失去的时间抢

回来，完成原本就该完成的旧改任
务，也是补城市短板。正如市领导所
言，加快旧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和
旧住房更新改造，既是民生问题、
发展问题、治理问题，也是“防疫情、
稳经济、保安全”的重要发力点。
经过这一轮疫情的考验，居

民们搬出旧居、搬进新家的愿望
也变得格外迫切。很多原本犹豫
甚至拒绝旧改的居民不再踌躇，
这也使得这些地块的二轮意愿征
询均得以高比例通过。
看看那些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地

名吧，蓬莱路、梦花街、仪凤弄……
这些饱含诗意的地名，寄托了百
姓对美好生活由来已久的期盼与
向往。衷心希望那些居住于此的
人们，都能盼来花开梦圆。

本报讯（记者 左妍）在昨天

举行的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

市卫生健康委副主任赵丹丹介绍，

市防控办要求在7月31日之前，市

民应每周至少进行1次核酸检测，

无核酸检测记录的市民，应及时参

与社区便民筛查或至核酸采样点

开展核酸检测。对长期卧床、行动

不便老人、残障人士、婴幼儿等特

殊人员，各区要提供核酸检测便利

服务。

据悉，根据本市疫情防控需要，

也为了方便市民就近核酸检测，从

现在起到7月底，各区每周周末都

会安排一次社区筛查。

凡过去一周内区内有社会面阳

性感染者报告的区，要安排全域筛

查。在采样期间，区域内居民小区

实行封闭管理，在该小区全域完成

核酸采样后，即解除封闭管理，恢复

正常生活秩序。除居住小区外，各

区还应有序组织好楼宇、园区、街

面、场所的全员筛查，做到不落一

户、不漏一人。

凡过去一周内没有社会面阳

性感染者报告的区，也会安排便

民筛查。在周末开展社区筛查的

同时，各区应继续做好常态化的

核酸检测工作，方便市民就近采

样。各区社区筛查的具体时间和

安排，请关注所在区或居住小区

的信息发布。

普通市民每周至少测1次核酸
各区每周末安排一次社区筛查

深夜求助
“无声咖啡馆”想被看见

“请放心，我们还能活着，但

是……”6月14日深夜，以聋人店

员为主的咖啡馆LILITIME，在自

家公众号上发出自救文章，很快引

起广泛关注。这家“无声咖啡馆”

怎么了？

“堂食暂停，店里的强项直接没

了。”6月1日，闭店两月的LILI

TIME重新开业，但店主章莉莉发

现，来不及感受和店员重逢的快乐，

经营的压力就扑面而来。

“我们是以聋人咖啡师自主研

发创意咖啡为主的精品咖啡店，擅

长开展社区营造方面的相关活动和

课程。而堂食暂停、线下活动课程

不能开展的现实情况，直接冲击了

营业收入。”她说，独立小店没有大

牌连锁的流量，线上平台的订单显

得杯水车薪。

与此同时，LILITIME还面临

自己独有的困难。“口罩之下，聋人

员工好难。”章莉莉说，咖啡馆里

70%的店员是聋哑人士，隔着距离，

他们听不清客人说话；戴着口罩，他

们看不到唇语，人与人的沟通受到

阻碍。即便是线上外卖来单，他们

也听不到信息提示语音，更无法接

听外卖小哥取餐的联系电话。

连日来，店里的营业额颗粒无

收，但作为上海第一家也是唯一一

家被CSECC认证为中国社会企业

的咖啡店，LILITIME想要拼尽全

力，通过自救活下去，用自己创新的

咖啡产品来走出困境。而这个创

新，就是手绘挂耳咖啡包。插画师

通过手绘记录下疫情里12个感动

瞬间，制作了一套特别的原创主题

挂耳咖啡。

一夜之间，无数人援手，困境中

的“无声咖啡馆”被看见了。“昨天有

五六十位客人到我们店里自提挂耳

咖啡，他们也会点一杯咖啡带走。”

章莉莉告诉记者，线上平台更是涌

入7000多个挂耳咖啡的订单，大大

缓解了小店的燃眉之急。自救的第

一仗，打赢了。

咬牙坚持
梧桐树下扛起生存压力
“猛嘬一口”“紧紧抱住你”

“Tony，我来了”……愚园路上的石

藤咖啡店恢复线下营业后，老徐的

创作欲愈发强烈。打包袋上的可爱

涂鸦和噱头十足的话语，向好久不

见的老顾客传递着思念的心情。

2019年，老徐和几位朋友合

伙，在人民广场开设了第一家石藤

咖啡店。去年9月，第四家店开在

了愚园路上，带来酱油饴拿铁、正广

和橘子气泡美式等别具特色的特调

咖啡。按照他的计划，今年的4月、

5月，应该能迎来新店收益增长，

“客人们最喜欢在这个季节，坐在梧

桐树下喝喝咖啡聊聊天”。但突如

其来的疫情打破了一切预设。

“3月中下旬，长宁区暂停堂食，

我们只能做线上外卖，扣除平台费

用，利润自然变低了。”老徐说，到了

3月底，他感觉“有点吃力”了。“不断

有小区被封控，经常有咖啡师告诉

我，出不了小区，没法来上班。我们

从每周排班变成了天天都要排班。”

4月1日开始，所有人都陷入了

漫长的等待期。而对于咖啡馆来

说，他们失去了一年中最好的两个

月。老徐说，往年排得满满的经营

计划全部搁浅了。“一是不能堂食，

我们只能做外卖和自提生意，周边

上班族、社区居民没法像过去一样

来坐坐。二是很多活动取消了，像

安义夜巷等各种集市，短期内都不

会恢复。”

4家店的房租要付，咖啡师的

人工要开销，还有原料物流至今没

有完全畅通……从5月底重新营业

后，生存压力始终压在老徐的心

头。他也想了各种办法吸引顾客，

来喝疫情后的第N杯咖啡。

在打包袋上用手绘来互动，是

疫情期间就在做的事情。如今，老

徐还策划了100组“抱抱影像计

划”，鼓励客人约上你最想拥抱的

人，只要在石藤咖啡愚园路店会面、

拥抱、拍摄，就能获得第二杯咖啡半

价的优惠。整整100天没有相见的

情侣、许久未能牵手的发小，都成了

老徐镜头里的故事。

“在上海，爱喝咖啡的人还是

很多，希望我们都能坚持下去。”老

徐说。

精打细算
里里外外都是一个人干
“来啦？老样子？”昨天下午5

时，杨浦区隆昌路上的 A-Love

Coffee里，店主老庞一边招呼着老

客人，一边转身做了一杯冰拿铁。

递出咖啡，见店里不忙，客人邀他在

门外站站，一边喝咖啡，一边聊聊

天，就像过去一样。

不是“巨富长”，没有梧桐树，

A-LoveCoffee的选址注定它不是

网红店，但老庞却很庆幸自己把店

开在了这里。“我是关闭了大连路地

铁站的门店，去年8月把店开在隆

昌路上的。为什么从人流大、市口

好的地方搬走？因为新的地方房租

便宜呀！”

创业伊始就遭遇疫情，他不得

不精打细算。除了减少房租的支

出，老庞也没有另外请咖啡师，里里

外外都是自己一个人干。“开店后小

半年的利润，因为碰到两个月的疫

情闭店，全都被房租抹平了，幸好重

新开店后，老客人又回来了。”

6月1日那天，老庞凌晨4时30

分就赶到店里打扫卫生，从上午7

时出头到晚上11时多，客人络绎不

绝，大家都想喝一杯现磨的咖啡。

因为原物料还在路上，手边只有少

量拼配豆和挂耳咖啡的老庞决定

“任性”一回，实力“宠粉”，对这三天

进店的客人，统统免费送咖啡。

“这两个月大家都过得不容易，

不管走进咖啡馆的时候心情如何，

希望他们走出去的时候都是开开心

心的。”偏安社区一隅，A-Love

Coffee做的是街坊邻居的生意，健谈

的老板让小店充满人情味，也因此

成为大家没事就来喝一杯的地方。

不一会儿，店里又来了一位想

要自己给咖啡拉花的小姐姐。“新买

的拉花缸，到你这里来试试。”显然

这也是一位住在附近的熟客。老庞

说，希望疫情快点结束，重新恢复堂

食。无论是顾客还是他，都想坐在

店里，边做咖啡边聊天。

重开不易
力所能及支持心爱味道
归来的上海，城市的烟火气中

夹杂着咖啡的味道。但面对原料、

人力、租金成本“三座大山”，独立咖

啡小店的重开并不容易。

据《上海咖啡消费指数》指出，

截至2020年末，上海咖啡馆业态结

构中，35.08%为连锁咖啡馆，

55.88%为精品咖啡或小微咖啡

馆。后者形成了上海咖啡市场多元

化发展的特点，也是疫情下艰难求

生的群体之一。

“一杯新鲜的咖啡，是生活回归

正轨的象征之一。”幸运的是，爱喝

咖啡的上海人，支撑着这座城市开

出了全球最多的咖啡店，如今也在

力所能及地支持自己所爱的小店。

隔着手机屏幕，许多人在深夜

买下象征希望的手绘挂耳咖啡，让

聋人咖啡师继续他们的梦想。推开

咖啡馆的玻璃门，老客人的“老样

子”，更让老庞有了重新出发的安全

感。还有疫情期间来自安亭的30

杯咖啡订单，也让老徐感叹，爱咖啡

的人，始终会追求他们记忆中的味

道，即便好久不见，也念念不忘。

经历了一场“春寒料峭”，街边

的咖啡馆已经重开。那杯浓香四溢

的现磨咖啡，让喜欢这座城市的人

魂牵梦萦。 本报记者 张钰芸

一场“倒春寒”后，上海不少独立咖啡小店陷入困境——

“无声咖啡馆”喊出“活下去”

7月底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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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的春天，上海经
历了一场“倒春寒”。
3个月前，近7000家咖

啡馆在大街小巷氤氲着热腾
腾的香气；3个月后，多少独
立咖啡小店身陷困境，努力
着想要“活下去”。
面对房租、客流、现金

流、原料物流、人工成本等
各方压力，有人深夜求助，
有人咬牙坚持，也有人黯然
离场……何去何从？用韧劲
对抗危机，只要挺过去，就能
迎来下一个春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