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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金旻矣）首届

上海国际光影节将于9月19日至

10月18日举办。记者昨天获悉，

本届光影节采取“一主多点、市区

轮动、产业联动”的模式，通过一个

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和十二个

分会场（浦东、静安、徐汇、黄浦、长

宁、普陀、虹口、杨浦、松江、奉贤、

青浦、临港）为市民游客打造一场

光影盛宴。近日，组委会办公室陆

续剧透了静安、浦东、徐汇等分会

场活动方案。

一区一主题，一区一特色。据

透露，光影节期间本市将结合商业

设施、文旅资源以及景观照明，设计

约100场主题活动。

主会场上海展览中心的南广场

和中央大厅，将以国庆节、中华传统

文化、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

化、时尚文化等为主题，展演一批建

筑投影秀。围绕重要商圈、旅游景

点、公园绿地、地标性建筑等，全市

将设置100处夜景打卡点，让市民

有机会打卡参评“夜景达人”。

值得一提的是，光影节期间将

发布全国首张“城市光影地图”。市

民在手机、电脑上打开地图便可预

知各项精彩活动，云游“夜上海”

CityWalk的经典路线。

目前，光影节开幕式及主题活

动方案已定，组委会从全球征集、评

选出15件入围建筑投影秀及30件

光影艺术装置方案，正在加紧制作。

在已发布的分会场活动方案

中，开幕式所在地静安区和闭幕式

所在地徐汇区尤其引人关注。

静安分会场——南京西路和苏

河湾是静安区两大光影展区，“追光

者”可以跟随光影地图参与互动游

戏，体验科技与艺术的融合，了解当

地文化、历史和商业特色；作为静安

国际光影节的发源地，苏河湾亲水

平台的“艺术苏河”光影交互秀和

ShiningShanghai光影打卡装置等，

也将吸引更多人前来打卡。

静安“光影奇妙夜”系列主题，

包括光影接力直播、光影奇妙巴士、

享耀消费夜等。光影奇妙巴士引入

《剧院魅影》IP，从静安公园始发，穿

梭南京西路商圈，停靠站点结合音

乐快闪演出，有望成为最吸睛的街

头风景。

徐汇分会场——10月1日至18

日，徐汇以滨江区域西岸梦中心往

北至油罐艺术中心为主展区，龙华

广场、徐家汇商圈、衡复上音街区

等为分展区，“一岸多点”打造系列

光影秀。

梦中心砼仓的大型投影秀《梦

的放大器》，汇聚全球潮流艺术家

共创国际光影艺术大赏；投影秀

《江南万象》引入中国式风景IP，以

油罐艺术中心外立面为画布，铺展

出引人入胜的山水秀场；传媒港央

视4k大屏裸眼3D联动秀《时间知

觉》，从宁静的星空，到动感的光

舞、情感的涟漪，带领观众一步步

迎来希望的重生。

除了徐汇滨江银杏大道、美罗

城商圈、衡复风貌区等处的系列光

影装置，徐汇每年季节限定的“复兴

猫”也将以光影装置的形式全新登

场。此外，市民游客还可以参与毛

茸茸派对、艺术快闪市集和光影夜

跑等活动。

首届上海国际光影节下月开幕，全市将设
12个分会场100处夜景打卡点

一路光影相随 一城璀璨等候

这几日，关于未成

年人遭遇意外的新闻屡

屡登上热搜。自从当了

父亲，就特别看不得这样

的悲剧，也越发理解许多

人之前对我说过的一句

话：先别指望孩子以后有

多出息，让他健康平安长

大，才是最重要的。

我的太太天生容易

操心，特别是对孩子总是

一百个不放心。危险的

地方不让去自不用说，就

连在小区散步都要“全副

武装”，防护装备从头穿

到脚。我开始不太理解，

但后来看了一篇文章，改

变了我的想法。

这篇文章说，为孩

子感到焦虑，是人类进

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

种本能。在生存情况恶

劣的远古时代，孩子的夭折率非

常高，如果说父母特别“心大”，任

由孩子涉足危险不加制止，那么

有很大概率他们将失去后代。而

那些比较容易焦虑的父母的孩

子，则有更高概率安全长大。于

是乎，焦虑成为一种良性特质，通

过基因被一代代传承下来。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对于孩子安全成

长而言，适度焦虑不是一件坏事。

进入社会保障体系高度发达

的现代，孩子们受到全社会的高度

保护，健康长大的概率极大提高。

但相对应的是，一个家庭能够“精

养”的孩子数量也大为减少，加上

生育观念的改变，不可能靠多生孩

子来对冲风险。每一次发生意外，

无疑会造成家庭的灭顶之灾。

我开始理解太太的焦虑。人

生当然不存在绝对的安全，但至

少不能主动选择把孩子置于危险

之中，比如去“野生景点”戏水、参

加成年人公路骑行，让孩子涉足

这种危险场景，是绝对不应该发

生的致命错误。

当然，焦虑也要把握好分寸，

因为担心风险，把孩子关在“安全

屋”里，不让他去探索世界、与社

会正常接触，让爱变成了牢笼，那

就过了头。如何在收和放中找到

平衡，每个家长都应该做出最合

理的选择。

离中秋节还有一个月，申城月

饼销售渐入旺季，各家老字号门前

购买现烤月饼的队伍也越排越长。

限 购
这两天，淮海路上光明邨门口

买鲜肉月饼的顾客又排起了队，这

是上海人特有的“中秋仪式感”。

今年光明邨推出的鲜肉月饼、枣泥

百果月饼、豆沙月饼、蟹粉鲜肉月

饼等品种，价格与去年持平。

“路过门口，看队伍不算长，赶

紧过来排上。”昨天中午12时许，记

者在光明邨看到，大约有十来人排

队，有的买一两盒带回家，有人当

场开吃。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因为

天热，一早来买的人更多，排队时

间也更长。一楼月饼窗口，“限购”

提示写明：自8月15日起，排队顾客

每人限购鲜肉月饼4盒，蟹粉鲜肉

月饼另行设在点心柜台购买，排队

时每人限购2盒。

“目前月饼销售逐步进入旺

季，为了减少市民的等待时间，除

了限购，我们也在全力加大产能。”

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淮海路光明

邨增加了烤炉，还启用了线上模

式，周边居民可以通过“光明邨e

购”小程序下单，3公里范围内可配

送到家，线上同样限购，每单2盒。

新 品
南京路步行街上，月饼销售更

是多品牌、多品类。

今年，新雅推出的现烤系列，

包括糟香蛋黄鲜肉月饼、Q心黑麻

月饼及苔香瓜仁月饼等新品。其

中，糟香蛋黄鲜肉月饼将现吊的糟

卤与鲜肉、咸海鸭蛋黄做馅，独特

的酒香，韵味悠长而不浓烈，恰到

好处地融入馅料之中。内馅口感

细腻绵密，蛋黄沙糯流油，与糟香

完美融合。

“这款月饼的特别之处，在于

传承了同泰祥的吊糟调味技艺，将

‘香糟味型’引入现烤月饼中，美味

叠加。”新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鲜肉月饼依旧是上海人的最爱，在

此基础上的提升创新赢得了不少

消费者的喜爱，销量逐步增加。

同样是“糟”，邵万生则推出了

“糟香芝士鸡腿饼”，在去骨鸡腿肉

中加入邵万生特制的糟卤，加以新

西兰马苏里拉芝士制成馅中馅，为

了更贴合鸡腿的特有形象，用麻糬

面包的制作工艺手工制作了“鸡腿

骨”。“酥感、脆感相结合，希望中秋

有不一样的创意新体验。”

传 承
在新锦江大酒店蓝天旋转餐

厅，刚刚被授予“上海酥饼制作技

艺”代表性传承人的康乐厨师长告

诉记者，从今年开始，上海酥饼将

随着二十四节气推出66款不同的

口味，目前正在申请大世界基尼斯

纪录最多的酥饼口味。

“前不久，上海酥饼制作技艺

荣获‘黄浦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

目’，它在鲜肉月饼基础上，融合了

海派技艺和本地口味。”康乐告诉记

者，上海酥饼制作技艺有几大亮

点，一是皮子酥而脆，酥层均匀一

致，没有僵皮和硬皮；二是锁鲜工

艺让馅料口感更佳，即使二次加热

依然能保持刚出炉时80%的水

准。而要做到这两点，关键是工艺

创新。“我们出品的上海酥饼有两

层酥，里面是黄油面粉调制出来的

西式酥，外面是传统的中式酥，大

包酥包小包酥，能够更好地锁住馅

料水分，也更适合现代人口味。”最

近将推的两种口味是鲜肉和百合

金橘，前者是中秋传统“顶流”，后

者清热润肺，适合秋季食用。

“立春吃凤梨酥饼，雨水吃刀

鱼酥饼，惊蛰吃春笋酥饼……每个

节气我们都会选取当季食材，共有

66种味道。”康乐说。例如，小满是

夏季第二个节气，随着气温升高，

人体新陈代谢加快，能量消耗增

加，因此设计了

一款拿铁酥饼，

馅料用咖啡粉、

奶油和融化的大

白兔奶糖制成，

奶香十足，很受

年轻人喜爱。

本报记者

张钰芸

本报讯（记者 易蓉 通讯员

霍欢）在今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

众多新生中有3对双胞胎兄弟，他们

携手同行，以优异的成绩圆梦心仪的

大学，一起开启又一场青春的奋斗。

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的周家

弘、周家永兄弟今年分别被上海交

大本部和医学院录取。“说起来我

们和交大缘分由来已久，小学、初

中、高中，我俩的成长轨迹，就像行

星围绕恒星，始终被交大吸引。”刚

进南模初，他们就从校史中了解

到，交大的前身正是南洋公学，而

南模的前身——南洋公学附属小

学由老校长唐文治一手创办。“母

校许多优秀校友都曾踏入交大，为

社会作出杰出贡献，我们今天也站

到了全新的起点。”

丁凡淅、丁凡迥兄弟毕业于成

都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附属中学，分

别被上海交通大学工科试验班（信

息类）和工科试验班录取。兄弟俩

高中时在“钱学森班”学习，钱学森

的精神品质引领着他们成长，这也

是他们与交大结缘的契机。“殊途

同归，共赴梦想”，哥哥丁凡淅高中

参加化学竞赛，3年“长跑”有遗憾

也有收获；弟弟丁凡迥认真刻苦，

养成了精益求精的学习习惯。高

三下学期，哥哥竞赛结束，兄弟俩

互帮互学，一起“冲刺”成功。

王德皓和王德月来自河南省

信阳市固始县，一起被上海交通大

学的工科试验班录取。一直同班

的兄弟俩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并

非一帆风顺，但他们相互扶持，努

力前行。“回家路上我们会相互考

考偏僻的知识点，也会分享错题

本，追求更高的效率。”

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但几对

双胞胎兄弟有不少相似之处——

一起计划，并肩作战，互相监督、互

相鼓励、互相支持。

大学是一片自由的天空，也是

人生新舞台。探索未知，追求真

理，探寻属于自己的无限可能，是

这些年轻人对未来的期许。“作为

学生，首要任务一定是学习。此

外，我们也会积极参加大学丰富的

社团活动和各类比赛，期待缤纷多

彩的大学生活。”周家兄弟道出大

家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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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海
德
兴
馆
葱
香
牛
肉
等
新
口
味
月
饼
让
外

国
朋
友
赞
不
绝
口

本
报
记
者

刘
歆

摄

扫码看视频
网红月饼
老外也爱

老字号鲜肉月饼 上市
新口味创意十足 试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