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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期间餐饮市场红红火火，购物中心热门餐馆门前排长队，
老字号饭店顾客盈门，网购也由买年货带出“网吃”热潮———

“民以食为天”撑起“食经济”一片天

! 去城隍庙吃宁波汤团!成为不少上海人的"过年节目#之一 图 *+,

! ! ! !宁波汤团店不大的店堂，从大年初一起
就天天爆满，元宵节当天预计能卖掉 !"万只
汤团；长不到一米的松月楼外卖柜台，天天排
着长队，现包现卖的香菇菜包，大年初一卖掉
了 !万多只；历史最悠久的上海老饭店，大年
夜至元宵节，单是一只八宝鸭，每天点单量就
达 #""至 $""份。
红红火火的春节美食市场，老字号餐饮

“风景独好”。留在唇齿间的“年味”，让上海市
民更乐意在春节呼朋唤友“挤”老字号。在老
字号餐饮最集中的豫园商城，正餐、小吃，家
家都顾客如潮，大排长队。
“春节到老字号吃饭，就是为了那从小吃

到大的难忘年味”，元宵临近，宁波汤团店里
挤满了从上海各个角落赶来的老吃客，传统
的芝麻汤团、鲜肉汤团最受追捧，三五相约，
好不容易等到座，每人半客咸、半客甜细细
品。最要紧的，是吃好再捎上几盒咸、几盒甜

给家人，这样的元宵才是正宗“上海味”。为了
满足市民对年味的要求，每年元宵，汤团店员
工凌晨两三点就上班了，%"多名员工双手不
停包汤圆，每小时每人能包上三四百个，平均
!"多秒一个。靠一只只汤团，元宵节的营业
额可以做到二三十万元。

最忘不了唇齿间的“年味”，还有老饭店
那些讨口彩的“年菜”。“金山银山堆成山”的
扣三丝，味道好、寓意吉祥的八宝鸭，还有油
爆虾、八宝辣酱、草头圈子、虾子大乌参等，创
办于 !&'(年的上海老饭店是上海最老的饭
店，出品的“年菜”都有着百年以上历史的“经
典”、“传统”菜肴。为了保住这些传统“年味”
“上海味”，老饭店厨师全部是上海本地人，
“厨师的味觉差一点点，出来的菜肴味道就可
能不正，老吃客一尝就知道”。春节期间，老饭
店不仅天天爆满，不少市民甚至已预订了蛇
年的年夜团圆饭、新春聚会饭。

“人排长队等馒头出笼味道才好，馒头等
人来买怎能好吃”，在豫园商城，餐饮老字号
都以“人等馒头”还是“馒头等人”来衡量餐馆
的成功与否。“人等馒头”的背后，是老字号一
直坚持的“前店后工厂”的当天加工、当天销
售、保证口味的传统模式———八宝鸭当天拌
料、当天蒸 $小时才上桌；汤团是当天和面、
当天包、当天销售；香菇是现包、现蒸、现卖，
包的速度、蒸的速度，常常跟不上卖的速度，
只能“人等馒头”。

正是让人难忘的“年味”，不仅老上海的
“老友聚会”选在了老字号，年轻人陪外公外
婆、爷爷奶奶吃“孝心宴”，也想尽办法订老字
号的座。陪着老人尝老上海味，也让年轻人爱
上了传统“年菜”，“正是春节餐饮，给老字号
带来了一批批年轻客源，这也是老字号代代
相传的源泉”。

本报记者 沈敏岚

老字号饭店生意好 新食客乐享“年味”

! ! ! !网购年货刚告一段落，开工“团吃”又兴
起。龙年食为先，伴随快递行业复工，春节宅
人们的“零嘴”采购量有所减少，而团购开年
饭和年尾礼的需求却明显上升。
调查显示，龙年开年以来，六成网购食品

的价格区间集中在 !""元)#("元的区间；而
与线下食品消费主要以中老年人为主不同，
龙年开年最卖力网购吃喝的，近六成是“'"

后”和“&"后”。
随着网购成为年轻人的生活常态，越来

越多的网购族开始放心在网上“淘吃”，春节
前网上食品的出货量同比翻番。淘宝网最新
发布的春节热门“吃货”排行榜显示，销售前
十名依次是：糖果、蜜饯、炒货、冲饮品、饼干、
营养膳食、咖啡、调味品、保健茶和蜂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越来越多“淘客”今年更
喜欢为过年囤积异地特产，原来在本地难买
到的外地食品，现在借助网购就能“吃进嘴”。
像一款来自新疆大枣发源地的和田大枣，春

节前每分钟就有网友发起 !&张订单，按每张
订单 !斤计算，一天销售量就达 %*(万斤。
别以为上网只能买买零嘴，如今网上还

能团吃一顿正经的大餐。在淘宝聚划算上，春
节年夜饭澳门豆捞专场就在全国团出了
%++(桌、共成交 #"' 万元，其中包括在沪的
!'%份。号码百事通联合了全国 !#个城市的
++家饭店推年夜饭团购，共销售了 ($%桌，
总成交额达 (#*+万元，沪上天天渔港、金钱
豹等 #%家热门饭店也“现身”网上。
新年上班后，团购饭店外卖的生意水涨

船高。目前，八成“开年饭团购族”更热衷炒菜
类型的外卖，在淘宝外卖平台上的上海卖家
大多为大品牌连锁店，最受欢迎的品牌像厚
味香辣馆、辛香汇、避风塘等，人均消费一般
在 $"元左右；此外，汉堡王、赛百味等西式快
餐也是网购开年饭的补充食粮，人均消费大
概在 ("元左右。

据一淘网最新的食品类搜索数据显示，

节后的零食网购搜索量呈下降趋势，但高档
礼盒装食品的网购量不降反升。可能由于龙
年春节来得早，导致年前不少年礼还没来得
及送，国人走亲访友的脚步还没停，因此节后
互赠年礼成为今年网购食品的新动向。

在中粮集团旗下的食品网购专门平台
“中粮我买网”上，春节以来的客单价是平时
的 %倍，尤其上千元的订单数量大增，尤以各
类粮油、干果甚至生鲜礼盒为主。而在 ,,商
城和拍拍网上，春节以来的食品日均销售额
更是几乎翻了 %倍。其中，销售增幅最高的依
次是酒类和保健品，增长了 $""-和 #""-以
上，像五粮液、茅台、郎酒、泸州老窖等更是一
路走高；位居第三的茶叶的增幅则在 !""-以
上，最受欢迎的是铁观音和普洱，一款铁观音
的销量就近万件。伴随元宵节、情人节等新节
庆的“接档”，进口食品和巧克力的销量接着
渐起“蓬头”。

本报记者 胡晓晶

! ! ! ! 时值龙年新
春，位于打浦桥商
圈的日月光中心以
全新的商业格局迎
客：原本由电子产
品、餐饮、百货“三
分天下”的格局，开
始向餐饮和娱乐倾
斜；地下二层和地
上一层的电子商铺
已基本撤空，由各
种餐饮商铺取而代
之；与轨交 .号线
的“无缝衔接”使消
费者一出闸机口，
就能直接进入美食
天地。

民以食为天，
日月光中心大刀阔
斧的业态调整，其
实揭示了新建商场
尤其是购物中心起
步发展的规律：“食”字当先，餐饮业成
为吸引人气的神奇“海绵”，是不少商家
聚集人气的“杀手锏”。

以日月光中心为例。业内人士认
为，日月光中心开业仅 !年，就作出这
样大的调整很正常。由于打浦桥商圈的
功能出现弱化趋势，受其影响，日月光
的服饰百货和电子产品开业后难有起
色。而借助与轨道交通无缝衔接的地理
优势，餐饮业在原先“三足鼎立”的业态
中异军突起，调整后的餐饮和娱乐业在
日月光中心的比重上升到六成。

记者在现场看到，刚开幕的 /%层
大幅提高了餐饮所占比例，餐饮店总面
积比原来增加了 ("""多平方米，餐饮
品牌也新增不少；试营业的台湾美食馆
及台湾特产馆，带来了牛轧糖、凤梨酥、
阿里山高山茶等特产；!楼新设了连锁
餐饮休闲品牌……此番调整，日月光新
增餐饮面积达 !万平方米，同时引进了
城市超市销售各地美食及一家 012实
现娱乐功能。
事实上，餐饮业、娱乐业、超市业这

些“聚客业”，正成为一些商业功能较弱
地区新开购物中心的“先锋部队”。尤其
是近年来随着社区商业的崛起，购物中
心餐饮娱乐面积占比不断增加，已成为
商业开发主流。譬如，在本市浦东、嘉
定、青浦等区的多数购物中心，其餐饮
娱乐业面积的占比达到 ("!左右，印
证了“购物中心是吃出来的”这句经典
之语。

业内人士指出，从提高租金水平、
增加购物中心效益的角度来说，购物
中心扩大餐饮业、娱乐业的面积实属
无奈之举。但是，新的购物中心也不
得不靠餐饮业、娱乐业来带热、带旺。
一旦购物中心的人气上升、聚客效应
出现后，购物中心内一些处在极好市
口的餐饮店、娱乐店又会被租金更高
的服饰、百货所替代。这样的经历，即
使是现在人气极旺的正大广场、龙之
梦、来福士广场、港汇广场等也概莫
能外。

不少消费者对浦东正大广场的发
展记忆犹新。正大广场开业头几年的经
营状况一直不尽如人意，商铺的空置率
一度高达 $"-。然而即使在低潮期，餐
饮区一直保持着较高的人气。如今正大
广场已是一铺难求，服饰、百货业等业
态齐头并进。

首席记者 薛慧卿

实 习 生 胡秋元

上网购美食正风行 自吃送礼“两相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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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人讲究
吃，上海饭馆也多。
大众点评网昨天
的最新数据显示：
“上海美食共有
52780家餐厅”，
想把上海餐厅吃
个遍，一天跑两家
店去吃，也要几十
年才能“吃完”。

网购风行，实
体店遭受冲击，但
餐饮店所受冲击忽
略不计，因为饭还
是要自己吃的。从
这个角度讲，“吃”
算是永续行业，会
长期屹立不倒。而
且，人人都想“越吃
越好”，“食经济”自
然会拥有越来越广
阔的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