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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央大街不断发力业
态升级，一批文化创意、特色餐饮、
时尚零售、智慧科技店铺的相继进
驻，犹如一股股浪潮般，推动老街永
立时尚潮头。时至今日，那句“没到
过中央大街，就等于没来过哈尔滨”
依然是各地游客前往中央大街打卡
的必备金句。刚刚过去的“五一”假
期，中央大街再次迎来了单日最高
7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

游客的纷至沓来，让在中央大
街辅街经营民宿的付博忙得不亦乐
乎，订单接到手软。

墨绿的墙壁、铁艺的床铺、怀旧
的海报……走进付博的民宿便感受
到了浓浓的怀旧风。这个 80后女
孩不仅将民宿定位于复古风，还在
民宿的对面经营着一家售卖复古物
件的小店。

“民宿虽然是新兴业态，但作为
最能体味当地风土人情的方式，受
到越来越多游客的青睐。”付博说，
选在中央大街周边开店看中的就是

老街的“人气流量”，而定位于复古，
就是希望通过自己的店让更多的人
了解中央大街、读懂哈尔滨。

如今，生意越做越火的付博，开
始在中央大街物色新的店面，以更
好地服务更多游客。

在中央大街，这样的新兴业态
已开始逐步布局，让老街拥抱新消
费时代。

在排队购买马迭尔冰棍、华梅
面包依然是街头一景时，“飞”入老
街的航空馆，也同样迎来了如潮的
客流，孩子们来这里寻找驾驶“飞
机”的畅爽感；年初入驻的龙江乳品
企业，原本只做产品展示，却因为

“不加一滴水”的牛乳冰淇淋而火爆
全网，日销两千支……如今，在老
街，“排队”“等位”已不再是个别景
象，诸多悄然融入的新业态都相继
迎来了火热。

暮色降临，华灯初上，这条百年
老街璀璨依然，而街的另一端，松花
江水正波涛浪卷，奔腾向前……

每一条老街都是一座城市的
历史映射，中央大街也不例外。

这条积淀了百年文化的老街，
犹如母亲河般，承载了无数老哈尔
滨人的情感，如今，老街上的诸多
业态也正因这些百年印记被发掘，
获探访，得兴旺。

近日，离乡数十载的赵英将省
亲之行的第一站定在了中央大
街。老街转角处，一家悬挂着“始
于 1901年”招牌的西餐厅让人不
由驻足。拾级而下，这家藏身地下
室的餐厅让她惊喜不已。

时光沉淀的老胶片、纸业泛黄
的留言册、跨越历史的收银机……
特别是餐厅走廊尽头陈列的那架
产于 19世纪的古老钢琴，斑驳的
琴身、缺失的琴键、脱线的琴谱仿
佛都在述说着历史。

“1901年，随着中东铁路的建
设，一位亚美尼亚人来到哈尔滨开
设了这家西餐厅，辉煌一时。”餐厅
经理小杜为兴致勃勃的赵英介绍
起餐厅的历史，即使由于种种原因
餐厅曾经停业，但身为传承人，小
杜一直有恢复餐厅的执念。

“我永远忘不了打开库房的那
一刻，百年前的三角钢琴、留言册、
银质餐具……一件件尘封的老物
件就那样静静的在角落里等待我
们去开启。”如获至宝的小杜将餐
厅格局全部沿用百年前设计，各种
老物件也在餐厅角落有意无意地
呈现……餐厅原址复业后，起初由
于位置隐匿也鲜为人知，但随着口
口相传，这家号称博物馆式的西餐
厅让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品尝
美食，品味历史。

事实上，在中央大街，百年印
记不止于此。

伸缩的铁栅栏门带着浓浓的
怀旧感，按动电钮，缓缓上行，乘坐
这部 118年前的老电梯时，每上一
层就像重温了百年光阴的一段；拥
有百年历史的音乐盒，手动上发
条，机身通过摩擦金属唱片上的小
孔，时至今日依然能发出悦耳的旋
律……当这些元素看似不经意地
与餐饮、住宿等业态巧妙融合，餐
厅的人气也日益看涨。

如果说中央大街主街适合徜
徉，那么辅街则如涓涓细流，更适合
人们去休憩。伴随着业态升级，一
个个如同码头、港湾似的酒吧、咖啡
馆、鲜花店在 25条辅街悄然落户，
百年老街也随之变“宽”，人们有了
更多去处，可在其中静静聆听时间
的流转。

隐匿于红专街一栋历史建筑内
的咖啡馆凭借这条老街赋予的独
特气质，近一时期成为各大旅游、美
食APP推荐的打卡地。

高大的举架、斑驳的墙壁、吱呀
作响的地板……咖啡厅内随处可循
历史刻印的痕迹，让人能瞬间品味
到时间积累的岁月感；而柔和的灯
光、做旧的餐桌、别致的陈设……那
看似随性实则用心的布置又让身处
其中的人们寻到一份亲切，体味一
种温暖。

“经过近百年历练的老房子，散
发着无穷的神韵，见到第一眼，我们
便认定，咖啡店就应该开在这里。”
咖啡店合伙人之一的小鹿是一名90
后，对于咖啡店她有着年轻人独到
的见解。“在被 996、KPI逐渐压垮的
生活里，年轻人更需要一片可以释
放压力的静谧空间。”

面对老房子，小鹿只是做了简
单的翻新维护，几乎没有添置什么

新装饰，她要让历史的痕迹与咖啡
的香气浑然一体，让人们在推开棕
褐色大门的一刹那，恍若隔世，在咖
啡酸涩的初口感在口中慢慢回甘
时，品味慢时光的释然。

事实上，这栋老建筑的惊喜不
止于此，穿过咖啡馆狭长的走廊，楼
后的院子里一家精致的花店正在静
静“绽放”。“今天我们主选绣球、多
头康乃馨、玉兰枝等花材，自然随意
中透着些精致……”在一片竞相开
放的鲜花中，小店的花艺体验正在
进行。没有过多讲解，只有柔声的
提点，顾客就在这满是幸福味道的
老房中感受到了恬静。

新业态赋予老房“新生”，这样
的模式正是近年来中央大街在改造
升级过程中所倡导的。

药铺街（现中医街）、商市街（现
红霞街）、面包街（现红专街）……参
照辅街曾经的样貌，中央大街对辅
街上 30个老旧庭院相继完成了业
态定位，并启动招商。

“五一”假期刚刚开街的红霞特
色美食街，凭着精心的设计、独特的
美食让诸多店铺“一座难求”。循着
类似的模式，今年，中央大街还将重
点推进特色庭院改造提升，让啤酒
酿造工坊、欧陆风情民宿等新兴业
态将中央大街的承载力无限延长。

中央大街街区图。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廷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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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曦在粼粼泛波的
松花江上渲染开来，江风
裹着霞光，一路向南，唤醒
了一条老街，街路上青色
的面包石被逐一点亮，欧
式老建筑被镀上温暖的
光……这条老街就是闻名
遐迩的哈尔滨中央大街。

依偎于右岸，中央大
街与松花江有的不仅仅是
地理位置的关联。探求渊
源，这条街因江而生，因江
而兴。

当横跨欧亚大陆的中
东铁路延伸到哈尔滨，松
花江南岸的古河道渡口成
为卸货码头，运输铁路器
材的马车在沼泽和苇塘中
碾出一条泥泞的土道向南
延伸，成千上万的筑路工
人在这条土路两侧居住。
1900年，这条土路有了它
的名字——中国大街，
1925年更名为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从诞生不
久便成为了著名的商业
街，时至今日，繁盛依然。

事实上，中央大街追
逐潮流的脚步从未放缓。
伴随着近年来街区改造、
业态升级的持续进行，这
条老街不断被赋予新注
脚。

当文化创意、特色餐
饮、时尚零售、精品民宿成
为核心业态，带来的不仅
是 1450 米主街的活力迸
发，25条辅街也同时被注
入新的内涵，让老街在拥
抱 新 消 费 的 浪 潮 中 变

“宽”。
有人曾做过这样的比

喻，中央大街可谓哈尔滨
汇入松花江的最大“支
流”，源源不断注入的文化
与繁盛，让松花江有了区
别于其他河流的情感。

此时，承载城市精神
的防洪纪念塔，更像是老
街竖起的一个大拇指，引
领着人们从这里出发，在
去发掘那鲜为人知的百年
老物件，在寻觅隐匿老洋
房的咖啡酒店中，在打卡
更多突破传统的“网红”新
业中，领略变“宽”的百年
老街带来的潮流新体验。

图片除署名外均由黑
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郭俊
峰 邵国良 荆天旭摄

□刘禹昆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闫紫谦

“迈向新时代的科学春天”“新征
程路上，龙江体育再出发！”1 日下
午，一阵阵慷慨激昂的朗诵声从“颂
歌献给党·启航新征程”黑龙江省直
属机关庆祝建党 100周年文艺汇演
活动分场演出现场传来，24家中省
直机关党员干部满怀信心走上舞台，
回首百年风雨路，高歌奋进新征程。

由 80%一线科技工作者组成的
省科学院参演团队首先走上舞台，他
们通过朗诵、歌舞等艺术形式全方位
展现龙江科技工作者传承科技薪火，
勇担科技报国使命的决心。省体育
局原创诗朗诵《新征程路上，龙江体
育再出发！》充分展现了不畏强手、敢
打敢拼、艰苦奋斗、勇争一流的龙江
体育精神。

《不忘初心》《我们走在大路上》
《祖国颂》……饱满真挚的情感让人热
血沸腾，黑龙江出版集团有限公司、省
委史志研究室、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
农村信用社联合社、省水利厅带来的
一首首红色经典，表达着歌者对党和
祖国无限的热爱与祝福之情。

在省妇联原创音舞诗节目《龙江
女儿心向党》的悠扬曲调和动情朗诵
中，观众们共同回忆了龙江女性与党
同呼吸、共命运、共成长的风雨历
程。省公安厅展现的情景剧《忠诚》
中的原型来源于我省公安机关基层
民警真实事迹，诠释和彰显了人民警
察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热爱。

原创歌曲《龙粮人之歌》抒发了省
粮食局扛稳粮食安全重任、担起保供
稳市职责的信心与决心。省知识产权
局带来的诗朗诵《厚植初心 知识产权
引领创新发展》展现着知识产权人勇

于担当、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
一首首宏伟磅礴、风格鲜明的合

唱曲追溯着难忘的岁月，激发着干事
创业的热情。省法院饱含深情的《在
灿烂阳光下》生动融入情景舞蹈元素，
展现了人民法院和龙江法院人努力让
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的满腔赤诚和实际行动。

呼唤出深藏在心底的信仰，最能
打动人心。省委政法委演唱的曲目
《天耀中华》深情诉说着党领导下的
欣欣向荣、国泰民安。省工信厅以一
曲《咱们工人有力量》致敬所有奋斗
者，抒发了一代代龙江工业人对党的
无限热爱。省财政厅参演党员干部
在演出歌剧《江姐》经典片段时眼含
热泪，深切感怀党走过的苦难征程。

浑厚激情的歌声振奋人心，传递
着满满的正能量。省委编办激情唱
响《中国之梦》，展现党员干部红心向
党、为党奉献的执著追求。省国资委
带来的《过雪山草地》全方位展现“红
军不怕远征难”的坚定信念。

色彩鲜艳的民族服饰、音色丰富
的民族乐器，省民宗委的少数民族歌
舞表演《念党恩 同筑梦》尽可能融入
歌曲、服装、语言等民族文化符号，抒
发了各民族对党的款款深情。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黑龙江分行、
省医疗保障局、省营商环境建设监督
局、财政部黑龙江监管局等参演单位
用歌声铭记党的辉煌历史、缅怀先烈
的丰功伟绩，唱出中省直广大党员干
部职工对党的热爱，献礼党的生日。
省消防救援总队的合唱曲目《人民需
要我》融入舞蹈元素，从执勤训练、灭
火救援等日常工作中捕捉最生动的
场景，挖掘最感人的故事。团省委通
过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创作的诗剧《青
春丰碑》传播和弘扬北大荒精神。

最美赞歌献给党
奏唱振兴最强音

“颂歌献给党·启航新征程”文艺汇演活动
分场演出现场报道

魅力四射的中央大街。

中央大街音乐角。中央大街上的画师。

华梅西餐厅。 老建筑里精致的花店。

中央大街老照片。 本报资料片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马智博

（上接第一版）在学悟上下功夫，
规定动作不走形、不偏移、不变样。
学校党支部开展了以“学党史，守初
心，铸师魂”为主题的教育培训活动，
将党史学习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
组织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知识竞赛活
动，引导全体师生从党的百年伟大奋
斗历程中砺初心、守信念、明方向、强
担当、勇作为，厚植爱国主义情怀。

在力行上见实效，党史学习教育
和教育教学双轮驱动，同步提升。学
校组织开展了“用思政元素点亮每一
个早晨”党史教育早读分享会。组织
相应层次的班主任、政治老师召开前
期动员会议，率先在高一三班启动。
这个班级以学习小组为单位，政治老
师、语文老师全程指导，落实小组学
习、导师负责制，组织学生搜集材料，
并选派4名小组代表进行分享。其中
一名同学以“桥之变”为题进行了分
享：“这是我的家乡依兰……”随着慷
慨激昂的讲解，讲台下的同学被带入
了一个个历史画面：二十世纪初，古
老的桥墩目睹了太多沧桑变迁，在滔
滔流逝的江水上，千疮百孔地挺立
着；进入二十一世纪，跨江大桥重修，
实现了一桥横穿南北，人们生活富
足。栩栩如生的讲述，身临其境的画
面，让同学们深刻感受到，在党的坚
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大踏步紧跟时代
步伐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幸福。

现在，党史教育早读分享会已在
德强高中全面铺开。这种情境融合
的晨读会，引发了同学们的共鸣，他
们热情澎湃，心中积蓄了万语千言。

“身边同学的娓娓道来，不同于简单
的说教，更加入脑入心。”“听了这两
天早晨的主题演讲，中国共产党的光
辉历史自然地铺展在我们眼前。我

发自内心地感受到，复兴中国的大
任，就在我们肩上。”

在氛围上造声势，自选动作有特
色、有亮点、有深度。学校根据高中
教育教学的特点，结合党史知识学
习，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点，组织开
展了“青春心向党 献礼一百年”主题
汇演。同学们查找党史资料，利用课
余时间编排了话剧《曙光》、舞蹈《长
征》、合唱《在灿烂阳光下》、诗朗诵《百
年中国梦》等喜闻乐见的节目，以歌传
情，以舞达意，回顾党的光辉历程，讴
歌党的丰功伟绩。台上，巨幅幕布不
时切换从嘉兴红船到红军长征再到走
进新时代的场景；台下，同学们屏气凝
神，用心感受中国共产党筚路蓝缕玉
汝于成的历程。汇演接近尾声，师生
们一起挥动手中的国旗与党旗，齐唱
《我和2035有个约》，用歌声共话青年
使命，唱响了时代强音。

一场主题汇演，在学生们的内心
激起片片涟漪。话剧《曙光》中李大
钊的扮演者在感言中写到：“一次舞
台剧的参与，一次收获颇多的成长，
拥有了学习之外的宝贵经历，是我们
额外的收获。相信不久的将来，收获
的经验都会发挥用处，而我们也将成
为更好的自己。”参加《颂长征》排演
的一名同学在交流中说，如今再回头
看我们演出的过程，再去挖掘节目背
后的精神内涵，我有了新的领悟，从
内心深处感受到长征壮举的伟大，也
增强了我在今后的学习中战胜困难
的勇气。

风雨苍黄百年路，高歌奋进新征
程。一场场精心组织的活动，如同一
次次精神洗礼，坚定了同学们学史崇
德、知行互促、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信念。

点燃青少年党史学习热情

塔道斯西餐厅内产于
19世纪的老钢琴。

本报1日讯（黑龙江日报全媒体
记者徐佳倩）1日8时20分，满载520
名游客的“龙疆号”（原“龙泰号”）旅
游专列从哈尔滨站徐徐开车，驶向魅
力新疆阿勒泰地区，这是我省今年开
行的首趟援疆旅游专列，同时也在全
国援疆旅游专列中首次实现了援受
两地双向开行。

据了解，“龙疆号”援疆旅游专列
横跨黑龙江、吉林、甘肃、新疆等6省
18市，沿途涵盖敦煌、阿勒泰、天山
天池等知名景区，是我省直达新疆阿
勒泰地区唯一的旅游专列。自 2017
年开行首趟“龙疆号”专列以来，哈尔
滨局集团公司已累计开行23趟援疆
专列，直接输送龙江游客近 1.6万人

次，拉动当地旅游消费近3500万元。
我省援疆干部、阿勒泰地区文化

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邹向
东介绍，今年我省开行“龙疆号”旅游
专列将成为全国19个援疆省份中首
个实现援受两地双向开行旅游专列
的省区，月底将迎来新疆开往我省的
列车，届时新疆游客可以畅游北国风
光。旅游专列双向开行将进一步满
足黑龙江、新疆两地大众旅游消费需
求，增进两省区人民的情感交融与产
业交往。铁路部门计划今年全年组
织开行旅游专列14趟，其中，黑龙江
至新疆6趟，新疆至黑龙江3趟。

“龙疆号”旅游专列。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徐佳倩摄

我省今年首趟援疆我省今年首趟援疆旅游专列开旅游专列开行行
全国援疆旅游专列首次实现援受两地双向开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