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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老味道统统保留
“我们上周刚刚把招牌挂上去，很快就有不

少老客人找过来了。”淮海集团新亚富丽华餐饮

股份公司总经理孙彧告诉记者，盛兴点心店仍

在顺昌路上营业，但随着旧改进程，已经进入了

打烊倒计时。新店开业实现无缝衔接，老店里

的老师傅也陆续来到新店，把盛兴的招牌美味

在这里复刻。“老店的面积仅为三四十平方米，

新店目前开出的一层有250平方米，等到地下

一层在明年年初装修完毕，面积还要翻一番。”

地方变大了，环境更好了，但熟悉的味道

却没有改变，不少从老店搬过来的锅碗瓢盆

更让老顾客们多了一份亲切感。记者看到，

从汤圆、馄饨到面条，盛兴和沧浪亭的特色美

食很齐全。其中，盛兴的招牌产品全部保留，

包括荠菜肉大馄饨、鲜肉小馄饨、鲜肉汤圆、

芝麻汤圆等，当然也少不了由5只菜肉馄饨、

甜咸各一只汤圆组成的“全家福”。消费者还

能在这里点馄饨皮、馄饨馅、生汤圆等外卖。

以苏式面条见长的沧浪亭则在新店升级

了自己的汤底。“面条的灵魂是汤底。”淮海集

团新亚富丽华餐饮股份公司副总经理、高级

技师童纯忠说，沧浪亭的传统汤底是清汤加

上酱油料，其中清汤用猪筒骨、鸡骨架、黄鳝

骨头熬制而成，在这里则新增了整只的草鸡、

草鸭，小火炖煮三小时，更添鲜香。酱油料也

有升级，在酱油加香菇的基础上，加入了自家

的秘制老卤，带来正宗的红汤底。

老上海的味道还体现在馄饨皮、馄饨馅、

鸡蛋面乃至于水磨粉，都是店里自制或定制

的，样样有讲究。例如馄饨皮是有嚼劲的碱

水皮，看上去颜色发黄，其实就是加了碱水。

面条所用的面粉是在上海面粉厂按照配比定

制的，制面、打面也都是自己来，机器来回压

三四遍，才能做出清爽又劲道的口感。童纯

忠说，等到地下一层装修完成，计划将制作水

磨粉的过程展示在沿街窗口，让消费者看到

用石磨加工糯米，水磨出糯米粉的全过程。

老顾客闻讯而来
两杯桂花绿豆刨冰、一份麻酱馄饨、一碗

“全家福”、一碗小馄饨，还有崇明三黄鸡、清

炒时蔬……中午时分，市民汤先生的桌上摆

得满满当当。“我从小就去顺昌路上的盛兴点

心店吃馄饨、汤圆，有时候店里坐不下，就打

包一份回家吃。”他告诉记者，听说新店开张，

他特意和朋友一起过来“打卡”，发现不仅有

传统味道，也有一些新产品，味道都很好。

78岁苏金凤住在南昌路，中午在店里吃

了碗辣肉面，又打包了一份大排骨回家，这是

老盛兴搬来思南路后她第二次过来了。“小时

候我家住在建国西路，从记事起就会到盛兴

点心店里吃馄饨、汤圆。后来上班了，中午单

位有食堂，晚上就走到淮海中路上的沧浪亭

老店吃面。”见到自己喜爱的两家店“手牵手”

开了新店，重回淮海路商圈，老人家很开心，

“吃了几趟，还是小时候的味道”。

记者在店内看到，工作日的中午，12时不

到店里就迎来了用餐高峰，收银台前排起了点

单的长队，后厨则忙而不乱。下了四十年面条

的“面王”每一次出手，都是完美的“鲫鱼背”，

旁边的师傅则在现炸猪排、现炒浇头，端出一

份份老上海人爱吃的爆炒腰花、响油鳝丝……

除了经典产品，新店也要配上新品。“崇

明三黄鸡、炸猪排，还有桂花绿豆刨冰都是新

上的，我们也配了一些弄堂冷菜，比方说糟门

腔、本帮熏鱼等，卖得都不错。”孙彧说，新店

在新址开出后，不仅有老顾客闻讯而来，还吸

引了不少在周边上班的年轻白领，大约占到

了三分之一，他们除了老味道，也爱新口味，

最近桂花绿豆刨冰就卖成了爆款。

“特别是早上，周边没什么可以坐下来吃

早饭的地方，很多上班族就选择在这里定定

心心吃一碗馄饨或者面条。”这让孙彧很高

兴，新址周边有更多年轻客群，老字号、老品

牌能被他们更多地看到。

本报记者 张钰芸

老店迁入新址 上海味道不变
既有传统招牌面点，也有桂花绿豆刨冰等新品

▲

▲

临近中午，思南路上的沧浪亭接近满座，菜品丰富，满满的老

上海味道 本版摄影 记者 陈梦泽

“本店即将
搬迁，新店已在
思南路8号试运
营。”顺昌路上
的盛兴点心店
搬迁在即，门口
的这张告示让
老顾客心生安
慰。坐上轨交
13号线，两站路
之后下车，出站
走几步，新门头
就见新气象，盛
兴和沧浪亭的
双招牌都挂在
上面。当百年
老店牵手中华
老字号，忠于传
统的老上海味
道更加香浓。

上海科技节
10条科普旅游线路等你探索

在2022上海科技节九

大板块中的“青少年板块”，

推出了广受青少年喜爱的

“科学之夜”。“科学之夜”的

初衷是开放夜间的科普设

施，汇聚特色科普资源，开

展趣味科普活动。主要受

众群体为3-15岁孩子的亲

子家庭，通过亲子互动，大

手牵小手一起参加科技嘉

年华，共同了解科学、接触

科学，进而探索科学。

多年来，“科学之夜”已

涉足沪上多家大型科普场

馆、科普基地、科研院所、地

标商圈等场所，每场活动都

围绕不同主题设计展开，并

已形成了玩转科学、科学小

舞台、科学导师课堂、讲解

员带你逛等特色板块，带给

公众轻松、有趣、炫酷的科

普新体验。

科学之夜
大手牵小手
一起玩转科学

为更充分发挥科普基地资源优势，提高全民科学素养，2022上海
科技节期间市科委联合市文旅局推出首批科普旅游线路。

线路一 【生命新知 海空探秘之旅】

区域：浦东临港——远郊乐园
点位：上海野生动物园、上海海

昌海洋公园、中国航海博物馆、上海

天文馆（上海科技馆分馆）

线路阐述：在南汇新城区域，不
仅可以参与丰富的文旅娱乐，还可了

解有关航海、天文、环保等领域的专

业知识和前沿科技，体验“与海洋生

物零距离，跟野生动物面对面”。

线路二 【天文地理 科学求索之旅】

区域：松江——自然科学
点位：上海天文博物馆（即将开

馆）、上海辰山植物园、上海月湖雕塑

科普基地、上海地震科普馆

线路阐述：在上海唯一的自然山
林胜地——佘山国家森林公园周边，

你可以用天文望远镜观察星空，也可

以透过雕塑窥探艺术的奥秘，还可以

在温室徜徉于奇妙的植物之间，在历

史遗存中追溯“上海之根”的文脉。

线路三 【重工制造 汽车动感之旅】

区域：嘉定——汽车科普
点位：上海汽车博物馆、智能汽

车体验科普基地、EFpark动力方程

公园、同济大学风洞中心（因疫情暂

未开放）

线路阐述：展现了赛事、博览、旅

游等多元的汽车文化，以更多前沿科

技创新成果和沉浸式体验，激发广大

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对此的兴趣。

线路四 【青葱岁月 寓教于乐之旅】

区域：青浦——少儿教育
点位：上海市青少年校外活动营

地——东方绿舟、中国兵器博览馆、

元祖启蒙乐园

线路阐述：这条线路充满了现代
工业及科普乐园的科技感，更追溯了

武器发展历史，让孩子们从文化传承

中学到知识，专业性和体验性并重。

线路五 【农科前沿 生态田园之旅】

区域：奉贤——自然农业
点位：上海海湾国家森林公园、

上海都市菜园、上海森蜂园蜜蜂科

普馆

线路阐述：依托诗情画意的生态
美景和前沿新知的农业文化，展现出

江南特有的农耕文化及自然之美，打

造名副其实的农业科普线路。

线路六 【智能生活 科创发现之旅】

区域：浦东（张江）——高新科技
点位：上海中医药博物馆、上海

集成电路科技馆、原能新生细胞生命

科普馆、中科新松机器人智能制造体

验中心

线路阐述：浦东张江地区散发着
一种科技、创新与活力之感，在这条

线路中，上海集成电路科技馆等前沿

科技场馆带来“未来已来”的前瞻性，

中医药博物馆等引领游客体会中国

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线路七 【智慧城市 自然奥妙之旅】

区域：浦东（陆家嘴）——都市风采
点位：上海科技馆、上海海洋水

族馆、上海大自然野生昆虫馆、上海

世纪公园

线路阐述：你可以欣赏科技馆展
示的科创内涵、博物馆带来的文化陶

冶、海洋水族馆的自然奥秘，以及都

市风光的魅力。难得一见的科普亮

点和人文风景，值得用双脚去丈量。

线路八 【匠心智造 工艺创新之旅】

区域：宝山——工艺工业
点位：中国工业设计博物馆、上

海陶瓷科技艺术馆、中国3D打印文

化博物馆、上海木文化博物馆、上海

玻璃博物馆

线路阐述：在此可聆听百年工
业、百年教育、百年科技的点点滴滴，

品味前沿科技和现代艺术的碰撞，领

会工业文明和时尚生活的融合。在

各个文博场馆内，科学、艺术与设计正

跨越时间、空间和语言文化的藩篱，以

各种跨形态的精彩面貌与众共享。

线路九 【大师足迹 科教传奇之旅】

区域：徐汇——历史积淀
点位：钱学森图书馆、徐光启纪

念馆、黄道婆纪念馆

线路阐述：聆听海派文化与红色
文化的时代共鸣，探索科技创新和科

普教育的多元发展，这条线路涵盖追

寻海派文脉、寻踪伟人足迹、研学文博

场馆等元素，串起了上海海派文化和

科教发展的过去和现在。

线路十 【水岸焕新 苏河科普之旅】

区域：虹口黄浦静安（苏河）——
河边印象
点位：上海邮政博物馆、上海城

市规划展示馆、上海电信博物馆、上

海自然博物馆（上海科技馆分馆）、上

海铁路博物馆

线路阐述：无论是百年民族工业
遗存的更新，还是新兴文博场馆的欣

欣向荣，都让苏州河岸焕发出新的活

力。这条线路以苏州河为线索，串联

多个与科技、历史、文化有关的景点

和场馆，供市民游客体验苏州河畔的

深厚人文氛围和沉浸式科普场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