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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剧“退烧”后
黄河路该何去何从？

从普通背街小巷到热门旅游
景点，黄河路发生了一次城市文
化与经济活力的大爆发。但在调
查过程中，记者发现电视剧的热
度减退，仿佛标志着黄河路热潮
的悄然退去，留下的是沿线店铺
业主们对未来的迷茫和焦虑。

曾经，《繁花》的光环让黄河
路成为了一个热闹非凡的街
道。755 米的黄河路上人潮汹
涌，笑声、谈话声、脚步声交织在
一起。交警大队和派出所不得
不新增巡逻点，交警谢焕武和他
的同事们成了这条街的“守夜
人”，从早上7点开始，一直到晚
上10点半坚守在岗位上，确保游
客的安全与道路秩序。近期随
着黄河路人流的减少，谢焕武和
同事们现在9点就可以结束黄河
路的巡逻。

环卫工人汤汉流所在的欣
谊环境卫生服务公司负责黄河
路的环卫工作。自电视剧《繁
花》热播后将黄河路的环卫标准
提升至风景区级别，确保了这条
街道即使在客流量最高峰时期
也能保持清洁。然而，随着黄河
路的人流量开始减少，汤汉流的
清洁工作也变得轻松了许多。

看着《繁花》热度过后客流
量减少，陈海军内心焦急万分：

“像我这样上有老下有小的 80
后，店里的客流量切切实实关系
着我们一家人的生存。”

可以说，《繁花》的热播曾让
黄河路上的排骨年糕店风靡一
时，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
地，同时为黄河路上的商家带来
了火爆的生意。

然而，当游客们抵达剧中描绘
的黄河路时，实际情况与剧中景象
却大相径庭。从云南来沪旅游的
罗先生落地后，第一站就来逛黄河
路，买了一份排骨年糕后，他不禁
戏谑地引用了剧中的经典台词“排
骨是排骨，年糕是年糕”，感慨现实
与预期之间的巨大落差。

最近，陈海军换上了他“几个
夜晚都没睡好，冥思苦想”后设计
的新招牌。新招牌上“汪小姐”三
个大字醒目地居于中央，背景板
上还印着上海的老照片以增加历
史感。为了让门店更加引人注
目，陈海军决定让门店的灯光始
终保持明亮，“在整个黄河路，我
是最亮的仔”。在与记者的交谈
过程中，不时有游客在店铺门口
停下脚步，与陈海军的店合影。

陈海军告诉记者，自己深知
靠电视剧流量吸引顾客只是一
时，真正的挑战在于“在流量过
后，如何让客人留下来”。

排骨年糕日销量从600份跌到200份 不用排队就能吃到至真园

《繁花》过后，黄河路还能再火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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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天天爆满到随到随吃
至真园不再排队

从2023年12月27日《繁花》
开播至2024年1月10日收官，
黄河路上的餐饮业的热度堪比
坐上了锦江乐园的云霄飞车。

可以说，电视剧的热播为黄
河路带来了真真实实的流量。
剧中的至真园，其现实生活中的
原型是位于黄河路50号的苔圣
园餐厅。在剧集播出期间，预约
的食客需要排队登记入座，而临
时决定前来用餐的顾客“绝非易
事”。

在《繁花》热播时，记者曾以
消费者的身份致电该店订座2～
4人位，得到的答复是，到月底前
2～4人座都没有空位，要订只能
订8～10人位的，还要“先下手为
强”。

3月上旬，记者再次走访了
苔圣园，只见大厅里摆放着好几
块印有《繁花》背景图的海报KT
板，上面写了好几款至真繁花宴
的套餐，有1880元/席的怀旧经
典套餐，也有2～3人的568元/套
的繁花套餐。

进店一看，如今和二三好友
再赴苔圣园已经不愁没座位。
来自武汉的李先生和四名好友
正在享用568元的繁花套餐。“我
们就是看了《繁花》被吸引过来
的。”

晚上7点多，大堂内客座率
达到了八九成，没有出现排队现
象，但也不至于说冷清。

由于店里员工短缺，被总公
司临时调到苔圣园负责餐厅的
经理丁明泉见证了苔圣园火爆

的那几个月。说起那段日子，丁
经理用“既忙碌又充满了成就
感”来总结，每天都在为迎接不
断涌入店内的客流而奔波。她
告诉记者，苔圣园餐厅日流水一
度飙升至30万元。即便元宵节
过后黄河路上客流量下降，餐厅
的日流水也保持在20万元左右。

店越来越多 销量越来越少
排骨年糕店冷冷清清
《繁花》热播后火起来的不

止有苔圣园等老店。紧跟着剧
里汪小姐说的“外面的东西再好
吃，总归跟排骨年糕是不好比
的”这句台词火起来的，还有如
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排骨年糕
店。

记者踩点后发现，短短700
多米的黄河路上竟然出现了至
少4家排骨年糕店，但这些店的
运气就没有苔圣园好了，已经出
现了店多客少的窘境。

黄河路84号原来是一家卖
鲜肉包、烧卖、花卷等的小吃店，
《繁花》爆火后，该店在原来的招
牌上额外增设了一个醒目的巨
幅新招牌，上面印着“正宗老上
海排骨年糕黄河路店”一行字，
几乎盖住了原有的招牌。

店员告诉记者，她刚到店里
没多久，很多人都是冲着排骨年
糕来的。记者在这家店守候了
许久，零星有一些客户来。20元
一客的排骨年糕，不算贵，但也
绝不便宜。

毗邻这家店的“老弄堂”小
吃店的门框上贴有若干广告，小
店将排骨年糕的图片放在了最
醒目的位置。

来到黄河路89号，与这两家
店一街之隔竟然还开了一家排
骨年糕店——趣味方老上海排
骨年糕，为了突出他们是正宗
的，店家做了多个店招店牌，“30
年源头品质保证”“排骨年糕专
卖店”，还有“郑重承诺：保证采
用新鲜猪肉当天生产当天销
售”。记者花20元买了一客，在
只能容下一张迷你单人桌、一把
椅子的店内落座。记者在吃排
骨年糕的15分钟里，只有零星几
波客人。

“元宵节前最火的时候，黄
河路一天十几个小时客人川流
不息。”薛店长环顾四周，指了指
如今冷冷清清的黄河路，不由感
慨热度降得太快。

80后店主陈海军经营一家位
于黄河路100号的“汪小姐”上海
排骨年糕店，最火爆的时候，一天
能卖出600多份排骨年糕。

“是因为《繁花》火了你们才
叫汪小姐排骨年糕店的吧？”见
记者故意打趣，店主辩解说，“我
们原来注册的就是这个名字，说
不定是先有我们店，才有汪小姐
的吧。”

记者发现，这也是少数有较
多座位的排骨年糕店，店内有老
上海的照片，显然经过了精心布
置。

记者调查发现，《繁花》的热
播曾给这些排骨年糕店带来了源
源不断的客流，但如今热度消退，
这些周边小店铺受到的影响尤为
明显。比如陈海军就透露说，自
家排骨年糕的日销量已大幅下滑
至200多份，遇到下雨天，黄河路
上更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

“起蓬头”后，各方都要做好长远规划

3月的一天，晚
上9点，交警谢焕武
结束了在黄河路的
执勤任务，准备前往
下一个执勤点。

此时此刻，在黄
河路的另一头，环卫
工人汤汉流正在对
该路段进行日常清
洁维护。因为近期
黄河路人流锐减，路
上垃圾并不多，不到
10分钟，他就完成
了任务。

因为电视剧《繁
花》而名声骤起的黄
河路，在今年春节前
后成了全国游客趋
之若鹜的网红打卡
景点。剧里至真园
的原型苔圣园，以及
汪小姐最爱的排骨
年糕店成了大家争
相拍照发朋友圈的
素材。

“以前这里只有
一两家排骨年糕店，
现在这里整条街上
都是。”位于黄河路
的趣味方老上海排
骨年糕店的薛店长
招待完店内唯一一
名客人后，意味深长
地说道。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实习生 张彤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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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黄河路人流锐减。 青年报记者 范彦萍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