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14 日下午，上海世博中心大厅内，上海政府部门在这里现场办
理人大代表意见，数十个委办局的“摊位”一字排开。 不少市人大代表
前来提问题、谈建议。

“2025 年，上海的消费券发放会有什么变化？ ”
“非遗文化如何传承发扬、融入年味？ ”
人大代表们根据自己关心的问题，选择“摊位”开展咨询。记者注意

到，不少代表的问题与文旅商体展的联动息息相关。一些代表还主动与
工作人员交流了履职中的经验、思考。

| “住得好才能玩得好”，希望消费券能覆盖景点、住宿

现场，晨报记者遇到了正在向市商务委提问的上海市人大代表、中
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市宝山区分公司大华揽投部运营主管柴闪
闪。
“文旅商体展联动，市商务委将有哪些大动作？”“2025年计划怎

样安排消费券与补贴来刺激消费？”这是柴闪闪提给上海市商务委的
问题。
柴闪闪表示，老百姓对于消费券的关注度很高，抢券也抢得很热

情，但消费券涵盖的范围尚有限，职工子女的体育锻炼等方面需要更多
的促进措施。
“住得好才能玩得好”，文旅商体展联动下，柴闪闪还希望消费券

也能覆盖景点、住宿等更多方面。
在与工作人员充分交流后，他告诉晨报记者：“市商务委回复我，

春节期间、上海两会之后，还会出台更长周期、更符合老百姓需求的消
费刺激措施。作为市人大代表，我非常期待。”

| 非遗需要传承发扬，还需要融入年味

“我们金山有很多非遗传承人，也有很多非遗项目的成果。我来这
里，是想替非遗传承人们问问，他们可以联合申报非遗工坊吗？”市文
旅局的摊位前，上海市人大代表、金山区博物馆馆长余思彦向工作人员
询问。
在漫漫历史长河之中，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同跨越时光的“活”文

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上海很重视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我认为非遗的传承和发扬也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余思彦告诉晨报记者，最近市文旅局出台了关于开展上海市非遗工
坊建设工作的通知，这是本市加强非遗保护，助力乡村振兴的重要
举措。
在上海，推动非遗工坊建设是市文旅局专门针对郊区定制的一项

工作任务，非遗工坊是以传统工艺为重点，依托各类非遗项目，设立在
本市郊区，能够帮助本地人口学习传统技艺，提高内生动力，促进就业
增收，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非遗生产、销售设施或场所。

在与市文旅局工作人员沟通过程中，余思彦说：“非遗工坊的申报
要求是，单个工坊的年销售额需达到 100 万元以上，但在郊区，很多非
遗传承人自己的项目规模比较小，所以想要联合申报。”

然后，他就得到了市文旅局的肯定答复：“当然可以联合申报，但
要由一个主体来申报，欢迎。”
接着，他们又探讨了金山丰富的非遗文化。光是美食类，叫得上名

字的就有白龙糕、糯米饭糍、古法糖果、“闻万泰”酱菜、枫泾丁蹄等。这
些传承百年的非遗美食每每出现在街头市集，总会吸引观众纷纷排队，
大饱口福。余思彦与工作人员谈到，2025年春节期间，金山将统筹全域
资源，推出 36项重点文旅活动和 6条旅游线路，其中就会有不少非遗
内容。
而他所在的金山区博物馆，有 13件馆藏灯具正在豫园灯会“出

差”，迎接首个“世界非遗版”春节的到来。2025年正好是国家级非遗
灯会———上海豫园新春民俗艺术灯会的“三十而立”。“馆藏灯具是古
代文物，灯会是非遗，我感觉，从文物到非遗再到当下的文旅消费，这条
通道打通了，能让市民百姓更加深度了解非遗的意义。”

晨报记者 吴 琼 何雅君 摄影报道

| 安方塔点亮“光影泗泾”，传统美食还原小时候的味道

“今年上海两会，我要提交一份有关松江文旅发展的建议，会有关于泗泾古
镇的内容。”这是潘书鸿代表选择走访泗泾古镇的缘由。
潘书鸿在上海土生土长，踏上泗泾古镇却是头一回，“半年前，你们邀我走

访泗泾夜市，感受夏夜经济的火热。现在是新年，很多人都到古镇旅游，我也来
感受一下氛围。”
粉墙黛瓦、青石板路，这是江南古镇的传统面貌。下塘街举办的新年市集，

则为古镇增添了新的年味。漂亮的星星灯串联成网，白天是游客拍照的点缀，入
夜则将整座古镇照亮。登高扶梯、潮汕竹灯、祥狮盛装……民俗元素的加入带来
新春气息。“古镇每次办活动，游客就很多。”路旁，泗筱笼汤包馆的主理人金一
向潘书鸿介绍。
抛开市集看古镇本身，七层高的安方塔是最显眼的地标。潘书鸿向金一询

问，安方塔是否可以参观。“可以进它的园子，晚上的灯光更漂亮。”金一告诉
他，去年上海国际光影节，安方塔园成了声光电秀“光会泗泾”的主舞台，上演了
光影编织的梦幻画面。
“这么说，现代化元素的融入，让传统古镇跟上了新潮流。”潘书鸿说。
中午时分，潘书鸿坐进泗筱笼馒头店，品尝泗泾特色小笼。“大家都去泗泾

夜市寻找美食，其实古镇有自己的传统美食，比如泗泾小笼和广利粽子。”金一
说。区级非遗广利粽子的门店，就在古镇入口附近。泗筱笼汤包馆设在古镇沿
街，则是金一有意为之。从小在泗泾长大的金一，为了还原“小时候的味道”，组
织年轻厨师向老师傅求教，才恢复了几近失传的泗泾小笼。
饭毕，爱喝咖啡的潘书鸿步入宝伦堂里的一尺花园咖啡馆。都说一尺花园

喜欢找老房子开店，宝伦堂经文物专家考证为清代中期建筑，两相融合打造的
古典园林风，倒也让人觉得别有洞天。

| 老建筑讲起新故事，泗泾古镇有自己的网红地标

午后，潘书鸿代表继续走上街头。通过下塘街两边建筑上的铭牌，他发现不
少建筑属于历史建筑、文保建筑，通过修缮重焕生机。
这些修旧如旧的老建筑，现做何用？跟着社交媒体的导览，潘书鸿去找属于

泗泾古镇的“风花雪月”。这是古镇改造时特地引进的四个打卡地，都在老宅里。
他先走进了设在蒋氏宅里的“风”———松风听音古琴文化艺术馆，饶有兴致

地观察墙上的古琴谱，请古琴老师教他认读。古琴老师告诉他，泗泾名人史量才
之妻沈秋水擅长古琴，这是泗泾与古琴的渊源，也是古镇引入古琴馆的缘由。该
馆由吴门琴派打造，主要进行古琴文化的展示和教授。交谈间不时有人进来上
古琴课，既有学龄少儿，也有退休老人。
“花”是入驻丁氏宅的小林漫画艺术空间，顾客多为年轻人。潘书鸿注意到，

这样的文创空间，在古镇不止一家。“入口有家‘月出有狸’文创店，我也去了。
据说月出狸的 IP创意来自《山海经》里的野兽胐胐。把年轻人喜欢的文创引入
古镇，我觉得很有新意，能增添活力。”
“雪”是由管氏宅改建的新华书店南村映雪店，有松江最美书店之称，早已

是网红打卡点。店名中的“南村”取自元末文学家陶宗仪在泗泾镇南的“南村草
堂”，“映雪”则取自元代泗泾藏书家孙道明的“映雪斋”。
“月”的门口挂着“月栖华明”的牌匾，取自陶宗仪诗句“月栖径竹露华

明”。这里是程氏宅，牌匾是修缮时保留下来的。自从乡音茶馆在此开出，爷叔们
聚会就有了好去处。
逛完“风花雪月”，再来看看名人故居。马相伯故居保留了五进四院一廊的

江南传统院落，史量才故居则是古镇中西合璧的民宅建筑典型。两座故居都向
公众免费开放，展示泗泾名人故事与古镇建筑风貌。
“泗泾古镇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是以文化为主轴的，不管是建筑文化、名

人文化还是饮食文化，都有自己的特色。当它的文化元素互相联动，就能形成古
镇独有的特色，成为人们不断前来打卡的理由。”潘书鸿说。

| 与古为新，以现代方式复活水乡烟火气

古镇更新是城市更新的重要内容。在上海，“向新而行”的古镇绝不止一个
泗泾。
潘书鸿代表注意到，在青浦区，作为上海首批完工的“城中村”改造项目之

一，蟠龙古镇如今已经焕发新生。涵盖公园绿地、江南水乡式商业街的超大规模
综合体蟠龙天地，取代了曾经住宅混杂、环境脏乱的“城中村”，成为上海西部的
一座“城市微度假目的地”。
在水乡商业街，顾客们可以在小桥流水旁喝咖啡，在新中式美学的店铺里吃

西餐，在烟雨长廊里感受晚风的浪漫，没有拥挤嘈杂的小商铺，没有徒有虚名的
百年老店，被称为“公园里的新天地”的蟠龙天地，呈现耳目一新的水乡风光。
十字街区域是蟠龙天地的“核心区和风貌区”，在清代中叶，“十”字形街市

格局就已经形成；民国初年，街上大小商肆百余家，包括茶馆、染坊、米店等，被誉
为“青东第一市”。
如今，潘书鸿感觉，走在蟠龙天地十字街上，仿佛穿越岁月的缝隙，回到往日

时光。
街巷的格局和宽度与旧日一样；两侧建筑被严格限制在两层以下，以保证街

墙比依据旧制；曾经的旧石板也被保留了下来，原位安放在如今的十字街上。
延续下来的还有曾经的烟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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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际化大都市的上海，并不只有“摩登”与“现代”。 承载着城市历史底
蕴的古镇，展现着上海的另一种味道。

“万物有所生，而独知守其根”。 如果说，尔滨的冰雪、淄博的烧烤，是这些城
市的代表性特色，那么古镇作为江南人乡愁的牵绊，始终撩拨着人们心底的柔
软。

上海公布的 44 片历史文化风貌区，就有不少位于古镇范围。 上海市人大代
表、民盟市委常委、司法委主委潘书鸿注意到，距离上海最大的露天夜市———泗

泾夜市不远，泗泾下塘历史文化风貌区就在这份名单中。 它位于泗泾古镇的核
心区域。 2017 年，泗泾镇正式启动风貌区保护性开发建设，打造链接历史与当下
文化的独特载体。 2023 年，泗泾古镇样板段开街。不久前，泗泾古镇获评国家 3A
级旅游景区。

“上海，既要留得住城市记忆，也要让人记得住乡愁。 要让文化旅游成为开
放枢纽门户的核心引力，深耕厚植江南文化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潘书鸿认为，
泗泾古镇以文化为主轴，让建筑文化、名人文化、饮食文化联动，这是激活古镇基
因的好办法。

他还发现，10 公里外，由蟠龙古镇转型新生的蟠龙天地，演绎了另一种“与
古为新”的思路，用“公园里的新天地”，呈现耳目一新的水乡风光。 “总之，每一
座古镇的转型都应从自身特色着手， 避免 ‘千镇一面’， 才能保持长久的吸引
力。 ”他说。

与古为新，
上海如何打造有魅力
又有海派文化的江南文旅

“卷”
吴 飞

消费券发放有何变化？ 非遗如何融入年味？

“摆摊”现场，人大代表
热议“文旅商体展”

在蟠龙天地北市，沿着十字街一路逛，会看到一家“年之糕
特色糕团”店。走进去，能闻到满屋的米糕香气，厅堂的左手边
是开放式厨房，透过玻璃可以看到师傅们制作糕点的全过程，
如果碰巧，可以买到刚刚出炉热乎乎的糕点。
这家传统糕点店，扎根于召稼楼古镇时就小有名气，被引入

蟠龙天地后，在一众时尚年轻的店铺中，以朴实无华的店铺设
计、琳琅满目的各色糕点、纯正复原的传统口味，一跃成为网
红店。
上海蟠龙天地副总经理黄敏介绍，为了复活十字街的烟火

气，他们走访上海及周边多个古镇，寻找有特色的、鲜活的、符
合传统文化基因的元素，最终与年之糕一拍即合。
在确定引入年之糕后，从店铺装修到视觉设计，蟠龙天地一

手包办，“让他们拎包入住”，为了让店铺更符合年轻人审美，店
内设计开放厨房区域，像西餐厅一样，让食客看着制作过程、闻
着糕点香气、吃着糯叽叽的年糕，拥有全面的体验。
潘书鸿感叹，如今的蟠龙，以传统为基石，新与旧融合，迸发

出新的生命力，“梧桐区的生活方式与江南水乡的生活方式在
这里融合”。

| 精细化运营，平衡城市微度假和社区生活共融之道

临近元旦的一个冬日夜晚，记者探访蟠龙天地。尽管是工
作日，尽管是温度不超过10℃的夜晚，这里依然摩肩接踵。不少
在餐厅等候的游客在交流，说要排上一两个小时才能吃到晚饭。
潘书鸿代表关注到，定位为“城市微度假目的地”，开业以

来，蟠龙天地平均节假日客流在 15万人次，日均客流也在 6-7
万人左右，其中 70%客流来自 5公里之外的上海市区。
江南古镇由居民聚集而来，承载着居民吃穿住行用的需求。

周边老居民告诉记者，蟠龙古镇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 1400
多年前的隋朝，是典型的江南富庶水乡。在清代中叶，以“十字
街”为代表的蟠龙商市胜于周边诸翟和七宝各镇。
焕然新生后，如今的蟠龙天地除了很多人熟知的 5万平方

米街区商业部分，还包括 23万平方米的公共绿地“蟠龙公园”
和 25万平方米的“蟠龙国际社区”。高人气之下，本地居民日

常生活的需求和游客游玩的需求如何平衡？
在商场里，南市聚集了亲子中心、超市、健身等满足附近居

民生活需求的业态。
蟠龙天地的红火，在于每一个细节的打磨。客流量大了，停

车问题怎么解决？这是潘书鸿提出的又一个问题。
黄敏介绍，蟠龙天地目前有 2400 个停车位，相对充足。节

假日高峰，周边停车场还会放开，写字楼宇可提供 2000 个停车
位，向蟠龙天地客流开放，“蟠龙天地和国家会展中心客流高峰
正好错开，我们可以互相分担停车压力。”

基于周边居民和远距离游客的不同需求，蟠龙天地精细化
运营分散停车压力。商场会员可以在小程序上提前预约停车位，
会员专享停车位位于 P5车库 B区，共 100个车位。

| 要为古镇添人气，游客和本地居民都要“抓牢”

“每一座古镇都有自己的特色，需要结合特色找到转型之
路。要想摆脱‘千镇一面’，激活江南古镇基因，这一点必不可
少。很显然，蟠龙找到了这条路，泗泾也不断有新的收获。”潘书
鸿说。
“上海的根在松江，泗泾是松江的千年古镇。从整个文旅产

业的角度来说，泗泾古镇还有一些点可以更深入地挖掘、发
展。”
情怀是一座古镇的动人底色，美食则能够传递古镇的温度。

在走访中，潘书鸿观察到，以文化为主轴的泗泾古镇，连餐饮店
铺的选择也偏文艺。泗筱笼馒头店、裕兴记面馆的门头都是古
色古香，咖啡店要选一尺花园、星巴克等品牌，辅以园林环境，就
连奶茶店也是国风路线。
“像泗筱笼一样，由本地人来复兴本地美食，那是再好不

过。古镇需要独具特色的味道。”潘书鸿说。他发现，大鱿鱼、臭
豆腐等其他古镇常见的烟火气美食，在这里倒是不见踪影。

对此，金一解释，古镇选择轻餐饮是有意为之，“许多文保
建筑散落在古镇内，因此不适合引入油烟味很重的商户，这会破
坏整体风貌。泗筱笼入驻古镇也是经过筛选的，入驻的品牌必须
符合古镇特质。再说，要吃烟火气美食，泗泾夜市全都有啊。”

通过手机地图，潘书鸿发现，泗泾古镇距离泗泾夜市有 2.4
公里。从泗泾夜市前往古镇，需要乘坐公交，有些班次间隔时间
较长。“人们一出地铁站就走进了泗泾夜市，能不能开发专门的
线路，将夜市的火爆人流持续导入到古镇？或者，在公交站牌上
做标注，标明哪个站点下车能到达泗泾古镇，让游客一目了然，
顺势而来。”
充满新意的市集活动是吸引游客打卡的好方法，潘书鸿竖

起大拇指点赞。“逛街是要讲氛围的，有了活动，氛围就更浓了。
建议多多举办契合古镇特色的活动，让文旅商体展联动。”

他还提出，古镇的人气不能光靠游客拉动，参考南翔古镇、
枫泾古镇以及焕新后的蟠龙天地，让周边居民常常来、带着亲朋
好友一起来，才能让古镇从早到晚不冷落。“我看了，古镇周边
有不少居民区，泗泾本身就是一个大型居住板块，有显著的人口
优势。对于地方管理者来说，要把古镇的新亮点、新动向多向居
民做宣传，让他们在古镇上流动起来，就能带动更多的人气。”

文/晨报记者 何雅君 见习记者 唐 玮

图/晨报记者 何雅君 见习记者 唐 玮 受访者提供

昨天上午， 龚正市长作的政府工
作报告里提到，上海将“全力打造入境
旅游第一站”。

确实，随着外国游客的数量激增，
即使在两会会场里， 也可以看到各级
文旅部门，变得越来越“卷”了起来。

人代会现场， 上海市农委产业发
展处处长康乾推介了崇明的亲子乐

园、金山的休闲农业景点、浦东新区古
镇旅游等项目， 力争让乡村成为诗派
田园； 黄浦区文旅局副局长方研翔则
与代表沟通了“产城一体”的构想；何
冬英代表同时身为嘉定区文旅局局

长，她提出了跨时三天的“嘉定汽车特
色文旅线路”；韩丑萍代表则提交了打
造上海成为国际医疗旅游首选地的建

议……
农业、工业、医疗……都在为上海

的文体旅商展赋能。
这还不够，被“卷”到的还有市场

监管部门，前天的政协“摆摊”现场，市
场监管局消保处副处长吴玉虎表示，
12345 市民服务热线已经设置多语种
的举报渠道， 用以确保外国游客在上
海旅游期间遇到住宿餐饮、 打车或者
买到劣质商品时投诉的畅通。

越来越 “卷”（此处应有一个笑哭
的表情包）。

在我们的日常， 大部分打工人都
对“卷”这个字敬谢不敏，但在两会会
场，这是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其实，代
表委员们履职的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
让政府部门“卷”起来。 听取政府的各
项工作， 代表委员们要做的当然不止
是鼓鼓掌举举手，更多的，是要告诉政
府职能部门，“这还不够”“还要做什
么”。

对， 这还不够，“卷” 的不止是文
旅。 市政协委员、 西井科技董事长谭
黎敏直截了当地说，“我们不能鼓励不
卷，去换取所谓的一个舒适区。我觉得
舒适区其实对于科技创新是要不得

的。 ” 来自仁济医院的郑军华委员在
聊到外资医院将进驻上海的话题时，
认为公立医院也要“卷”起来。 “因为
只有通过竞争， 公立医院才能进一步
提升自己的水平。 ”……

我们乐于看到两会上越来越“卷”
的“盛况”，因为我们知道 ，两会上的
“卷”，不是内卷内耗，是拒绝躺平，是
“撸起袖子加油干”，会上越“卷”，会后
的政府工作就会推进得越细致、 标准
越高。回头一看，干出来的不正是上海
“追求卓越”的城市精神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