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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记者 张然）近日，
有网友爆料称，南京市红山森林动
物园熊猫“九九”因打疫苗导致右
后腿无法正常行走，只能一瘸一拐
走路。4月 14日，园方回应称，因
打疫苗时动物喜欢乱动，打到了脚
部神经多的地方。最新视频显示，
目前“九九”走路姿态已基本恢复
正常，为了避免户外的复杂情况，
将它安排在室内展厅恢复，预计本
周内将会外放。

据网友称，4月12日一去熊猫
馆就发现“九九”有些不对劲，“开

始一直坐在门口不想出来，9点多
才慢悠悠地出来，出来以后就发现
右后腿不愿意着地，爬坡的时候右
后腿一直拖着。后来说是打疫苗造
成的，希望‘九九’可以赶快好起
来。”相关视频引发大量网友关注。

4月14日，现代快报记者联系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相关工作
人员表示：“熊猫在接种疫苗过程
中，碰到神经了，确实存在跛行的
情况，但目前行走已经基本恢复正
常。”该工作人员告诉现代快报记
者，目前，“九九”的食欲挺好的，各

项指标也正常，现在它仍在室内展
厅恢复，预计本周内将会外放。

现代快报记者从最新视频中
看到，熊猫“九九”的走路姿态已基
本恢复正常，右后腿不再像网友曝
光的视频中那样无力，需要拖行。

据悉，大熊猫“九九”出生于
2015 年 8 月 10 日，今年 10 岁，
2017 年 9月 30日，它与双胞胎姐
姐“和和”一起从四川雅安来到南
京。大熊猫“九九”是一个优雅的
淑女，聪明又灵活，喜欢爬树，期待
它可以再次登高爬树，灵活自如。

大熊猫“九九”打疫苗后腿瘸了？
红山动物园最新视频显示，行走已基本正常

面包新语来自新加坡餐饮品
牌面包物语集团，该集团成立于
2000 年，此后在全球市场开设了
近 700 家门店。旗下有烘焙品牌
面包新语，也有大家熟悉的餐饮品
牌鼎泰丰。根据其官方网站的数
据，面包新语门店主要分布在亚
洲，其中最多的是内地，有 208家
门店。根据其官方小程序，在南京
有 10家门店，其中包括友谊广场
店，该门店信息暂时未从小程序中
下线。

该门店位于友谊广场一楼沿
街门面，且位于商场出入口，地理
位置比较好。4月14日上午，现代
快报记者在现场看到，门店大门紧
闭，玻璃门上还贴着“现烤吐司 全
新登场”的广告，但店内除了不可
移动的柜台，都已经清空了。门上
张贴着一张闭店通知，上面写道

“很遗憾在四月与大家告别”。附
近首饰柜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闭店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根据闭店公告，储值卡可以继
续在其他门店使用，而最近的是紫
峰广场门店。现代快报记者在小
程序上看到，剩下的 9家门店，位
于商业综合体的只有两家，一家在
紫峰广场，一家在马群花园城，还
有5家位于医院内。

天眼查数据显示，南京的面包
新语由南京新多丽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运营。2023年和2024年，该
公司先后参与了南京市中医院和南
京市儿童医院内商铺的招投标。目
前面包新语的小程序中，也包含了
这两家医院的门店，显示正在营业
中。从商业综合体开到医院，也可
以看出其门店布局的变化。

除了面包新语，南京新多丽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还运营过一家面
包品牌，也是一个曾经的网红，曾
经的“排队王”彻思叔叔。目前该
面包品牌在南京已经没有门店。
还有许多曾经的网红烘焙品牌正
在淡出大家的视野。比如克莉丝

汀，创立于1993年，巅峰时期门店
超过 1000 家。目前，其门店已经
全部关闭。不仅如此，2024年，克
莉丝汀发布了退市公告；2025年，
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
以清偿全部债务，克莉丝汀破产清
算。

又比如上海曾经的网红品牌
宜芝多，招牌产品北海道吐司曾经
火爆全国。但在 2021 年，宜芝多
遭遇停产危机，门店也大量关闭。
一直到今年，宜芝多商标易主，更
换了运营主体企业，3月份在上海
重开了一家门店。

但与此同时，一波又一波新的
面包店、烘焙品牌，正在快速扩
张。光是在南京的新街口，每个商
场都有多家面包店。比如新百，点
评网站显示，目前共有 14家面包
甜点店铺。4月 14日现代快报记
者探访发现，仅 B 座负一楼入口
处，目前总共有7家，其中有2家是
今年新开的。

新街口商圈面包店重新洗牌
老品牌缩减门店，新品牌快速扩张

友谊广场的面包新语已经关闭

最新视频显示“九九”行走基本正常 南京市红山森林动物园供图

现代快报讯（记者 徐梦云）
“明天去南京，希望有机会过去
偶遇到爷爷买份报纸。”“现在一
般在哪里呀，想起找他支持一
下。”……近日，不少网友在小红
书平台的一则帖子下接力支持
一位南京的卖报老爷爷，他就是
白秋逸，南京人关于报纸的回
忆，总有一部分是关于他的。4
月14日下午，现代快报记者来到
老人在科巷菜场的卖报点位，他
正摆好报纸，开始吆喝。

白秋逸小时候患有脑膜炎，
落下了病根，他一直没有结婚，
没有子女。他至今卖报已经40
年左右了，很多南京人都见过他
卖报纸，有网友回忆，小时候买
过他的报纸。

这场暖心的接力源于一名小
红书网友 4月 12日发布的帖子

“科巷的卖报老人”，她写道：“在
人头攒动的网红打卡点，美食聚
集地科巷，有这样一位卖报老
人，守着报摊……因为他挪了地
方我没法经常照顾他生意，如果
有善良的姑娘小伙路过科巷，有
机会照顾下老人的生意，最好准
备点现金……”这篇帖子目前已
有548个点赞，171条评论。

不少网友在线开启回忆杀，
“30年前他就一直在五老村附近
卖报纸了。”“我从小就看到这个
爷爷，现在我都26岁了。”“感谢这
篇帖子，好有温度。”还有网友在
线留言要支持白秋逸，“下次遇见
了支持一下老爷爷。”“他喜欢什
么口味的奶茶，我下周一过去一
趟，带个奶茶，顺便把报纸买了。”

“下次过去一定照顾生意。”
4月 14日下午 4点，白秋逸

准时摆好了报纸，“卖报，卖报

……”今年已经80岁的他，卖报
已经有 40 年，老人卖报种类有
《参考消息》《作家文摘》《现代快
报》等，还有《青年文摘》等杂
志。他告诉记者，每份报纸他赚
3 毛钱，每个月大概能挣到 300
元，除此之外他每月能领到3000
元的退休工资。生活就这样一
天天过，不管刮风下雨，白秋逸
都会出来卖报纸。

每天凌晨5点他就准备出门
取报纸，因为卖了很多年，他还
有一些固定的客源会专门找他
订报纸。面对网友要过来支持
他的生意，他说：“有的时候会有
人特意过来买报纸，谢谢他们。”
正在采访时，已经有两三名路人
买了报纸。有人转账，有的直接
给了现金，一名
住在附近的阿
姨说：“每次路
过我都会买一
份 ，支 持 一 下
他。”

80岁老人卖报40年，网友接力支持

老人的报摊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徐梦云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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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快报讯（实习生 卢玉
鑫 记者 卢河燕）随着天气升温，
水果市场不断上新。4月14日，
现代快报记者走访南京水果市
场了解到，“C位”草莓进入销售
尾声。与此同时，春日“果盘盛
宴”上新，国产樱桃、枇杷、芒果、
桑葚等时令水果纷纷上市。

现代快报记者走访看到，路
边香气四溢、五颜六色的水果十
分诱人。在南京张府园附近的
几个水果摊位上，一筐筐草莓十
分显眼。一名水果经营户表示，
草莓价格较冬天便宜了很多。

“最小的草莓单价为5元一斤，稍
大规格的8元一斤，还有10元一
斤的，最高也不超过20元一斤，
现在买很划算。”

号称“水果皇后”的蓝莓最近
也降价了。“往年进口的蓝莓有
的一斤将近百元，这几年市场上
的国产蓝莓越来越多，价格越来
越亲民，现在10元一盒的蓝莓比
比皆是。”一名水果店的工作人
员表示，当然，价格分层也很明
显，普通蓝莓便宜，但大规格的
蓝莓、有机种植的高端蓝莓，还
是能卖到50元以上一斤。

眼下国产樱桃大量上市，看
起来个大饱满。“现在的樱桃来
自辽宁大连，新鲜度很高，从大
棚里摘下来到货架上只有两三
天时间。”摊主告诉记者，国产樱
桃从26.8 元一斤到75元一斤不
等。个头较小的樱桃 17.8 元一
斤。等到山东大棚樱桃集中上

市，价格会逐渐走低。
小巧圆润的小番茄、芒果、枇

杷的人气也很高。小台芒7元一
斤、水仙芒7.8元一斤、贵妃芒8.8
元一斤……五彩缤纷的芒果飘着
清新的香气，大多来自海南、云
南、广西等地。

“春季上市的水果大多来自
云南、海南及广东等地，整体价
格稍高。”一名店主说，比如现在
的枇杷普遍为 12—25 元一斤。
枇杷分不同产区，成熟时间不
同，目前售卖的主要是云南的枇
杷和四川攀枝花的枇杷，而江浙
一带的枇杷要到五六月才能成
熟，等本地枇杷上市价格将进一
步下降。

桑葚也是春季水果中的亮
点，是很多人小时候记忆里的水
果，3—8元一盒价廉物美，吸引
了不少人购买。各种早熟葡萄
也抢“鲜”亮相，夏黑葡萄13.8元
一斤，还有小巧的郁金香葡萄、
茉莉香小葡萄。“自带茉莉香气
的小葡萄很有趣，就像咬开了葡
萄味的爆珠。”市民吴女士说。

气温上升，不少人想吃西瓜
解解渴，市场上麒麟西瓜和黄心
的特小凤西瓜3元多一斤，小糖
丸西瓜5元多一斤。“这些都是头
茬西瓜，皮薄
果甜，汁水丰
富，再等一个
月 会 便 宜 不
少。”一名水果
摊老板说。

枇杷桑葚加入“群聊”，春日果盘上新

“九九”右后腿跛行 网友视频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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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老牌烘焙品牌面包新
语关闭了位于新街口友谊广场的
门店，至此该品牌在南京只剩 9
家门店，其中 5家还是位于医院
内。近年来，从面包新语到红跑
车、宜芝多、85度C，一批老牌网
红面包店或者缩减门店，或者调
整定位布局；而另一方面，各式各
样的网红面包店又如雨后春笋一
样，在新街口接连增开新店。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王益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