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年 %!月 &'日，新民晚报在头版
刊登了一篇《市饮食服务公司举行现场会
议》的文章，其中提到，王家沙的黑洋酥元
宵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了特色点心品种。今
天，虽然一年四季都可以在王家沙吃到汤
圆了，但唯独在元宵节前还需要排队购
买，其中蕴藏的是上海人对于年味的珍
视，而对于王家沙的师傅来说，则更加关
注如何将人们“记忆中的味道”长久地传
承下去。
王家沙点心部负责人王芳在此工作了

近 &(年，现在每天依旧要和老师傅一起工
作八小时包汤圆，“这几天生意特别好，许
多退休的老师傅都过来帮忙，元宵节前几
天，汤圆的销售每天都要近 &万盒。”

说起对于汤圆的热爱，王芳坦言从小

就开始了，“小时候，吃上汤圆是一件非常
‘奢侈’的事情，那个时候汤圆个头也大。
我们现在根据人们饮食习惯的改变也在
做一定的调整，像黑洋酥汤圆从过去一盒
'个变成了一盒 %)个，三口之家只要买一
盒，都可以尝到汤圆，也不会吃得太撑。”

在王芳看来，人们对于口味是有记忆
的，“汤圆不像其他食品，吃得太多肯定会
伤肠胃，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要
适可而止，因而在每年汤圆品种上，我们
创新并不多，主要还是坚守黑洋酥和蟹粉
等特色，我们希望将传统的做好，让人们
更能感受到小时候过年的味道。”

对于越来越多的人喜欢上手工包的
汤圆，王芳一方面很高兴，“相比速冻的，手
工包的最大特点就是不添加任何食品添加

剂。我们首先要把糯米粉蒸熟之后再进行
制作，同时我们还要对汤圆进行打褶，这样
表皮更薄，馅料也可以更加丰富。皮薄、馅
大、汁多，这就是汤圆‘记忆中的味道’。”
“人们喜欢我们的手工汤圆，说明现

在大家对于生活的追求越来越高，也显示
出对于过年的重视。”王芳说，“但是另外
一方面，年轻人愿意坐下来学习这门手艺
的太少了。除了收入的问题之外，每天八
个小时枯燥的劳动节奏也是很重要的原
因，这也是我们现在最担忧的。”

在王芳看来，手工包汤圆这门手艺不
能在她这一代人身上消失，“汤圆虽小，但是
却‘包’进了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待。年味
来自于人们的体验，吃到了‘记忆中的味
道’，这个年才算过好了。”首席记者 方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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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海加强三级妇幼保健网络

建设$率先启动妇女%儿童健康服务

能力两个专项规划

! 建立孕情监测网$ 拓展社区

!触角"$&(+%年$上海孕产妇系统管

理率达 ,)-以上

! 设立!$.)"救治网$&(+( 年

至今$共救治危重孕产妇近 $(((人%

危重新生儿 "万多名

! 通过风险筛查% 预警评估与

分级分类管理$ 确保全市每年逾 +*

万名孕产妇安全分娩

连续十多年保持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领先水平!!!

上海妇幼健康如何“领跑”全球？

! ! ! !昨天，思南读书会举办)周年特别
活动，读者排起长队。自&(%,年+月%)

日创办起，参加读书会的读者超过,万
人次。思南读书会创办)年，渐成全国
知名“上海文化”品牌。 艾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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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汤圆!"包#进老味道"包$出新希望

! ! ! !“火树银花合”“明月逐人来”。元宵佳节，除了吃汤圆，赏花灯也是题中应
有之义。徐家汇广场上，“亥岁百福”大型花灯伫立街头，为行人送上祝福、送
上平安；福佑路上，琳琅满目的花灯，让顾客挑花了眼，兔子灯、工艺灯、卡通
灯……盏盏明灯，照亮的是街头，温暖的是心情。 杨建正 摄影报道

! 王家沙集聚近 !"名包汤圆能手! 手工包出各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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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演员
柏林捧!双熊"

王景春"咏梅
获最佳男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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