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诉求变抓手 多方协调解决问题

在561米高空
解锁“魔盒”

开店不久，丁世军很快发现新问题。楼
上商户的射灯广告打在店铺门口，华灯初上，
店铺前的地面就布满了类似“美甲”“桌游”等
楼上商户的广告语，光影闪烁，花花绿绿。“我
们的店铺设计风格是内敛、文艺的，射灯一
开，整体氛围就破坏了。我第一时间找到管
理部门，他们迅速带队上门查看情况，与楼上
商户协调，调整射灯投射的位置。”
一家商户的诉求成为管理部门处理一

类问题的抓手。“我们在调查走访中发现，当
时大学路上有40多家商户都设置了射灯广
告，一到晚上，广告铺满了人行道，光线刺
眼，造成视觉污染，影响了街区的市容环
境。执法队联合社区、物业，上门发放告知
书，规劝商户一一拆除。楼上商户大都是规

模很小的店铺，他们担心没了广告，招揽不
到顾客，我们就在一楼设置了专门的区域，
对二楼商户的店名、地址、广告等统一张贴、
布置。”朱绪明说。
“小山堂”自己的问题解决了，又给别人

带来了“问题”。夏天刚到，小店就被周边居
民投诉，说店铺空调外机的安装位置不合
理，热风直往居民区对外的过道里灌，导致
居民行走时很不舒服，要求他们拆除外机。
“我们当时很委屈。这个位置是物业同

意安装的，安好了再移机，要产生资金、人力
等各项费用，作为一个刚开的小店，我们是

不愿意承担的。但如果对居民的诉求置之
不理，也不利于我们在这里开店。两难时，
还是政府部门及时出面，上门了解实际情
况，多次和居民代表、物业、业主沟通。”丁世
军说，这个过程很不容易，也很让他感动。
“站在各自角度，都有理。但有了对话的平
台，你进一步，我退一步，互相理解，总能找
到解决办法。”
目前，业主方瑞安集团协调了一台冷风

机，安装在通道位置，白天12小时运行；物业
负责电费；“小山堂”的店员负责维护设备，
及时添加冰块，等到找到合适的安装位置再

移机，费用也是业主方承担。“这是我能想到
的最好解决方法。说句心里话，开店以来，
如果没有政府部门这种细致高效的沟通和
服务，我们的生意是做不下去的。”丁世军认
为，从设置外摆位、协调楼上灯光到化解邻
里热浪，遇到问题，政府部门始终是小店的
“解题人”，把店开到大学路，真正找到了“对
的人”。
很多人说茶饮赛道已成红海，但“小山

堂”的团队十分有信心，立志打造出一个扎
根上海的中式养生茶饮品牌。“这份信心来
自团队，也来自我们成长的城市——拥有最
佳营商环境和最具消费活力的城市。接下
来，我们将加快开店速度，用品质和服务，吸
引更多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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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网红街
找到“对的人”
茶饮新秀的“开店故事”见证
各方共同努力优化营商环境

茶饮新秀“小山堂”请来日本知名设计师打造品牌形

象，入驻网红街区，在社交平台迅速走红。今年3月，“小山

堂”在大学路开出第二家店，这个不到40平方米的沿街小店，

成为热门打卡点。听上去，他们找到了流量密码，但对创始团队

来说，在小店营造出的松弛感背后，是多方力量共同“使劲”。负责

人丁世军的“开店日记”里，写满了4个月以来与管理部门、业主、楼

上商户、居民、消费者等各方的沟通记录。

开店背后的故事，可能比流量本身更重要。

本报讯（记者 杨玉红）正值“上海之夏”
国际消费季，上海中心发挥“垂直空间”的独
特优势，用艺术、科技与美食勾勒出一幅云端
暑期图景。从升级后的阻尼器科普空间到
561米高空的“天空·魔盒”，从数字衍生品首
发到云端盛宴，这座城市地标正以多元创新
场景，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一场“站在云端看上
海”的夏日狂欢。

125层的“天时632”艺术空间日前完成
升级，以“御风奇遇·千吨阻尼器奥秘探索”为
主题，成为暑期科普打卡的新焦点。通过视
频解析、触屏互动、等比例模型与阻尼器实景
联动，原本藏在建筑深处的“抗风神器”变得

触手可及——游客能直观看到风如何影响超
高层建筑，理解这个重达千吨的钢球如何像
“建筑的平衡器”般消减晃动。

更令人期待的是“天空·魔盒”。这个悬
浮在121层的半透明玻璃空间，以561米的垂
直高度突破想象——站在悬空玻璃上，脚下
是川流不息的城市脉络，眼前是云海翻涌或
落日熔金的壮阔。项目不止于“看”，更融合
了高端餐饮与情境体验：清晨可在云海中享
用定制早餐，黄昏能伴着落日余晖品鉴香槟，
夜晚则化身为星空餐厅。这个夏天，不妨登
上上海之巅，在561米的高空，让云端的风景
与故事，成为“上海之夏”最难忘的注脚。

上海中心夏日盛宴启幕

“小山堂”的创始团队在上海已经有7年
的创业经历，且在教育领域做出不俗成绩。
去年，团队决定进军茶饮赛道。选址很明
确，店铺要开在文艺感强、拍照分享氛围浓
的街区，人流量不一定最多，但一定是目标
顾客密度最高的地方，用设计和审美“找到
对的人”。
“大学路很符合我们的品牌调性。沿街

店铺形形色色、琳琅满目，但又井井有条。
尤其是看上去各有特色、整洁有序的外摆位
让我们很心动。”丁世军说。
团队迅速完成了开店前的各项准备工

作，其间，丁世军与五角场街道的各个管理
部门保持着高频互动。在街道综合行政执

法队副队长朱绪明的帮助下，“小山堂”向管
理部门提交了设置外摆位的申请。让团队
安心的是，大学路上设置外摆位有一份“公
约”——《大学路街区外摆位管理规范》，设
在哪、设多大、怎么设、怎么管理都有明确的
说法。“我们提交了设计稿，很快就得到反
馈，告诉哪些地方需要调整和修改，从材质
选用、颜色搭配、整体风格和氛围营造等方
面都给了建议，非常高效。管理部门希望外
摆位的设立既要有创意，又要有秩序，这跟
我们选择在大学路开店的初衷是一致的。”

据介绍，“公约”是五角场街道的多个职
能部门与大学路街区管理方瑞安集团、商户
代表共同讨论制定而成，“不是职能部门的
一厢情愿，而是多元主体的共识，大家共同
努力，让街区能实现规范与活力、美观与秩
序的平衡。比如，外摆位上方的雨伞，有的
商户用落地式，有的用伸缩式，有的在创意
设计上有自己的想法，这些都不做限制，但
颜色要符合街区整体感觉，不能影响道路和
行人安全。管理规定会细致到雨伞伸出来
的长度、检修报告要定时提交等。”

实际上，近两年，借着大学路打造限时
步行街的契机，管理部门与大小商户、街区
管理方对外摆位的设置进行过多轮商讨，一
同寻找破解管理难题的方法。大学路是唯
一一条在市政道路上设置外摆位的街区，外
摆位能设多宽多长，管理部门做到了一路一
测、一店一测，商户也心中有数。另外，外摆
位的隔断设置高度、密度也有讲究，顾客坐
在外摆位，和隔断的绿植装置交相辉映，空
间既通透又有一定的私密性。“小山堂”的外
摆面积占到店内面积接近一半，成了店铺空
间的有力补充。整个外摆位的设计与店铺
形象相得益彰，天气适宜时，更多客人愿意
坐在外摆位。

共识成公约 事无巨细都有说法

■ 游客和大屏幕上的“光”进行互动 本报记者 周馨 摄

■■ 大学路街区外摆位怎么设、

设在哪都有“公约”

叶 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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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 薇

中探营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