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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闻

吃罢元宵节的“白胖子”，春天里的“绿

胖子”又上线了。豆沙青团、咸蛋黄肉松青

团依然是青团界的“中流砥柱”；黑松露菜

肉青团、鲍鱼陈皮猪肉青团等创意口味限

时返场，一年只吃这一季……去年春天错

过的时令美食再次回归，为上海市民带来

“舌尖上的春天”。

一口青团尝味春天
这两天，在福州路上的杏花楼总店，点

心师傅们已经开始制作青团，平均每7秒钟

就有一只“绿胖子”诞生。而在店门口，购

买青团的队伍也排了起来，从各处赶来的

市民说，去年春天错过的味道，今年一定要

补回来。

记者在店内看到，咸蛋黄肉松、荠菜鲜

肉、鸡丝培根、黑椒牛肉等四种口味的现制

现售青团已摆上柜面开始销售。“青团上市

不久，目前排队还不长。每天上午九十时

和中午用餐时段，购买人气比较旺。”杏花

楼餐饮部经理汪夏萍说，有的市民一买就

是20盒，带回去和亲朋好友分享。

除了现制现售的青团，今年杏花楼还

在零售渠道推出了三款组合包装，既有豆

沙和咸蛋黄肉松两种青团“组团出道”，也

有集齐四种口味的“一网打尽”。其中一款

组合装还是杏花楼与敦煌博物馆的联名

款，外包装融入了敦煌特色文化飞天舞女，

跃然纸上如花绽放，让传统美食更添一份

文化味。

“2021年，杏花楼青团在全渠道的销售

额近8000万元。去年受到疫情影响，全行

业都错失青团旺季。今年各行业都在加速

复苏，我们也要把青团重新做大。”杏花楼

副总经理智静说，杏花楼正在酝酿“大招”，

计划在下月推出跨界合作的新款青团。

创意青团吃出新意
经典派青团受到了“老粉丝”的欢迎，

创新派青团也收获了年轻客群的青睐。

去年11月，上海德兴馆中华路店以全

新形象回归，黑松露菜肉青团、鲍鱼陈皮猪

肉青团作为“创新派”，仅在这里“特供”消

费者。

在附近工作的白领杨小姐一口气买了

十只黑松露菜肉青团、十只鲍鱼陈皮猪肉

青团，“去年尝过都觉得很不错，所以今年

又特地来买了，这些都是给办公室同事带

的，大家一起分一分”。

据厨师长介绍，黑松露菜肉青团采用

店内自制的黑松露酱，与荠菜肉馅混合均

匀，这样做出来的青团能取两者长处：既保

留了荠菜肉青团的口感，又增加了黑松露的

浓郁香气。而鲍鱼陈皮猪肉青团的馅芯选

用肥瘦比例约为三比七的夹心肉糜制成，

“主角”鲍鱼则选用新鲜的大连鲍，与店内自

制的鲍鱼汁一起小火煨制足足4个小时后，

吃口柔中带韧。

“考虑到鲍鱼和肉比较荤腥，所以还会

加一点陈皮，增香解腻还开胃。”厨师长介

绍，源自广东新会的十年陈老陈皮要先制

成原汁原味的陈皮汁，然后把陈皮汁与肉

馅均匀搅拌，使肉馅充分吸收陈皮汁的味

道，闻起来也带有淡淡的陈皮香。

手工包制时，点心师傅会塞入一颗完

整的小鲍鱼，这样顾客吃时就可以先闻陈

皮香，看到完整的鲍鱼，吃出鲍鱼原汁原味

的Q弹口感。这样的青团才叫色香味俱

全。去年春季首次推出后，就受到新老顾

客的欢迎。

“咸党”选择多多，“甜党”也有心头

好。南市乔家栅旗下年轻品牌“乔老爷”

就主打艾草系列青团，与眼下主流的以

麦青汁制作青团皮所不同的是，他们采

用的是艾草制成的青汁，让青团外皮带

有淡淡草本味。艾草豆沙、艾草莲蓉、艾

草奶黄、艾草芝麻等甜味品种则给市民

带来更多选择。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杨玉红

进“庆宁寺站”，乘老底子小火车
浦东历史博物馆正式开馆，与浦东开发陈列馆及

浦东展览馆构成“浦东开发三部曲”

春日限定“绿胖子”抢鲜上市
去年春天错过的味道，今年一定要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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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消协发布了2022年全国消

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其中提到，

“关停”类纠纷致消费者受损较大，包括网

络游戏停服引发虚拟财产纠纷。一些网

络游戏运营商在老款游戏停止服务时往

往“虎头蛇尾”，对消费者权益不负责任。

截至2022年 6月，我国网络游戏用

户规模达5.52亿，占网民整体的52.6%。

一半的网民都是“玩家”，这个产业早已

不容小觑，却在一些“基础问题”上仍存

在争议，比如游戏账号、游戏装备的归

属。游戏厂商提供的用户协议中往往约

定，游戏账号归厂商所有，玩家只有使用

权，而且账号不得私下交易。但现实中，

游戏账号买卖司空见惯。很多用户在游

戏中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自然认为自己

对账号以及其中的装备有处分权。

游戏是厂商运营的，用户往往处于被动地

位。要是不签用户协议，就玩不了游戏，即使对其

中条款是否公平合理存在疑问。游戏要是停服，

厂商很可能采取“删档”措施，即意味着用户在游

戏中的一切都化为云烟。这已经不仅涉及游戏账

号、游戏装备等虚拟财产的归属问题，还影响到消

费者权益保障，因此中消协在谈及游戏停服删档

引发的纠纷时表示，消费者的权益不能“想删就

删”，网络游戏运营方在调整经营策略时，须尊重

消费者意愿，选择消费者可接受的方式。

游戏“资产”的归属争议，只是虚拟财产问题的

一部分。虚拟财产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广，网上店铺、

具有一定粉丝量的微信公众号、在云端或设备中存

储的数据等等，都可能因为具备一定的经济价值，被

认定为虚拟财产。与此有关的法律纠纷也已屡见不

鲜。虽然民法典明确提出“虚拟财产”的概念，指出

“法律对数据、网络虚拟财产的保护有规定的，依照

其规定”，但相关法律法规依然不够完善。比如，不

限于游戏，很多网络平台都约定用户只有账号的使

用权。有法律人士认为，网络账号的使用权也可被

视为虚拟财产，建议立法和司法机关探索划定虚拟

财产的具体范围和性质，为具体司法实践提供指导。

虚拟财产日益增多是必然趋势。期待为虚拟

财产提供更多法律保护，让“到底是谁的财产”等

问题更容易找到答案。

本报讯（记者 宋宁华）读懂“何以浦

东”，从浦东的“前世”开始。继浦东开发陈列

馆、浦东展览馆后，昨天，浦东历史博物馆正

式开馆，多件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

馆藏浦东出土文物亮相，与浦东开发陈列馆、

浦东展览馆一同构成“浦东开发三部曲”。

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
位于惠南镇东城区的浦东历史博物馆，

前身是南汇博物馆，历经两年大修，全新亮

相，用丰富的展览内容、多元的展陈手段，以小

而精的方式，立体呈现浦东的“前世今生”。为

了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浦东历史博物

馆不仅在展示内容上不断扩容，参观体验方

式上也推陈出新，聚焦年轻人的喜好，打造各

种生动有趣的场景和多媒体互动展项。

走进“庆宁寺站”月台，登上小火车，领一

张“车票”，耳畔响起了浦东方言，小火车“呜

呜呜”开动！在固定展的“人文浦东”单元，有

趣的上川铁路车厢场景还原，有望成为馆内

的“网红打卡点”。原来，曾经奔驰在浦东大

地的上川铁路，蕴含了100多年的浦东交通

史。正在浦东建设中的沪通铁路二期，还得

唤它一声“祖爷爷”呢！回溯历史，上川铁路

贯通了过去的上海、川沙、南汇三地，在半个

世纪中为浦东的经济发展作出了辉煌贡献。

还记得小时候坐过的“巨龙车”吗？“巨龙

车”由两节车厢铰接而成，车厢连接处就像手

风琴一样，转弯时还会嘎吱作响。在“新生浦

东”单元，也许就有你的童年回忆：场景还原

了世界上第一条贯通越江隧道的无轨电车线

路、同时也是“巨龙车”的隧道五线。在1970

年打浦路隧道建成以前，浦东浦西交通的唯

一方式是轮渡。而真正完全民用的隧道则是

20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延安东路隧道，这是

加快开发浦东经济战略的重大举措。1990年

4月30日，行驶于延安东路隧道的隧道五线

正式开通。在这个场景中，观众透过车窗，看

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正在开发建设之初的

浦东。

浦东的过去、现在与将来，也在这茁壮成

长的浦东文博场馆发展格局中，形成一条连

贯的浦东历史演进脉络。每当观众在固定展

尾厅参观完毕，讲解器便会响起：“如果各位

还有兴趣想要了解浦东开发开放后的情况，

可以参观浦东开发陈列馆和浦东展览馆，谢

谢大家！”

浦东珍贵文物亮相
浦东历史博物馆建筑面积3510平方米，

拥有1000平方米的固定展厅和近500平方米

的临时展厅，展项包括全新亮相的固定展“浦

江潮涌东海风起——浦东历史文化展”，以及

首个临展“和润平仄——陈宗璜楹联墨踪”展。

在浦东历史文化展中，观众可以欣赏到由

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历史博物馆（上海革命历

史博物馆）借展的多件浦东地区出土的珍贵文

物。其中包括1969年于陆家嘴陆深家族墓地

出土的镶金嵌宝玉“寿”字饰片、金蟹嵌宝镶玉

荷花饰片、金嵌宝镶玉鱼饰片、金镶玉蝶形饰

片、嵌宝玉花首鎏金银簪、银丝发罩，1975年自

原南汇县出土的龙凤纹荷叶盖青瓷罐等。

“浦东已经有了浦东大道141号的浦东

开发陈列馆，也有了展陈‘在国家战略的引

领下——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主题展’的浦

东展览馆，但在浦东文博场馆的定位中，仍缺

乏一个保存改革开放前老浦东记忆的地方。”

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黄玮表示，如

今，浦东开发开放前的历史和文脉在这里得

到了延续。浦东历史博物馆既要成为纪念浦

东人民奋斗史的一座丰碑，也要成为当下浦

东人“鉴古而知今、彰往而察来”的一块明镜。

■ 浦东历史博物馆向市民免费开放,图为博物馆内复刻的庆宁寺站站台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