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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
面、抖擞精神，驱使我们不断寻
求。这种力量来自于你，来自于
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

探寻哈市夜市经济的 密码兴衰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国玉 苏强

近日，来安达市古大湖镇黎明
村网红农场的游客络绎不绝，他们
带着孩子，走进田间地头，体验一天
的乡村生活，感受丰富多彩的农耕
乐趣，同时也了解到更多的农业常
识。

黎明村网红农场占地 70亩，有
温室21栋，是当地首家网红农场，其
距离明沈公路很近，地理位置优越，
因此，总能引来四面八方的游客。

记者看到，网红农场里的温室
排列错落有致，外墙上绘制了许多
可爱的卡通图案，如同一个个小型
游乐园，非常受小朋友们的喜爱。

据介绍，该农场定位为“农业+
旅游+休闲”，通过互联网向人们推
广，吸引了来自安达、大庆的游客。
农场内种植的品种有黄瓜、辣椒、西
红柿、胡萝卜等时令蔬菜，深受游客
们的喜爱，常常供不应求。

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向往田园风光，
想要体验农村原生态的生活。黎明
村依据地处城郊的有利优势，引导
村民们发展观光农业，为适应互联
网时代的新需求，他们引导村民利
用直播的形式，为当地农产品打开
了销路，依托网红农场引来八方游
客，走出了一条致富新路子。据悉，
除了网红农场，村里还建起了十多
个采摘园，葡萄、海棠、樱桃、杏等果
树种植面积达到了 500多亩。游客
们玩得开心尽兴，村民们的收入也
大幅度地增加了。

村民直播
打开农产品销路

网红农场
引来八方客

黑龙江日报报业集团民声报道部、黑龙江省
慈善总会和兰西县平山镇镇政府积极对接，寻找
爱心企业、爱心组织，点亮学子“上学路”。近日，
在黑龙江省儿童福利协会的爱心捐助下，将为平
山镇复兴村、合兴村10个自然屯，购置太阳能路灯
292盏。路灯利用路边的电线杆安装后，会有 600
余名中小学生受益。

兰西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兰西县平山镇第一
中学校挨着李北公路，乡道李北公路沿途没有路
灯。平山镇党委书记张亚彬告诉记者，镇里财力
不足，但始终想着把安装路灯作为一件大事来
办。过了夏至，太阳直射点逐渐向南移动，北半球
白天一天比一天缩短，黑夜一天比一天加长，点亮
学子“上学路 ”，将给他们通行带来非常大的便
利。

21日，记者来到兰西县平山镇，对此事进行了
采访。兰西县平山镇中心小学紧邻李北公路，213
省道就在学校附近。该校五年级学生梅丽娜家住
在该镇合兴村东太平屯，她告诉记者，每天上学、
放学都是由校车接送，因为还要接送其他学生，每
天往返需要近 2个小时。“我每天很早就要在村口
等校车，现在还可以，冬天太阳还没出来，四周还
黑漆漆的；放学后，爸爸妈妈会在村口等我，天黑
路滑，有几次因为看不清路还滑倒了，如果这条路

能够安装路灯，有了光，就再也不害怕了。”梅丽娜
满怀憧憬地说。

兰西县平山镇中心小学副校长王勋告诉记
者，这条路上车比较多，比较需要有路灯。

兰西县平山镇第一中学校在中心小学的斜对
面，采访中，这些初中生们也希望能安装路灯。该
学校初四学生王浩宇家住合兴村，因为路途较远，
平常都由父母接送，“我特别盼着能有路灯，每晚
下课后，接学生回家的车辆特别多，路上还经常有
其他车辆往来期间，有路灯我们同学冬天过马路
就好多了。”初四学生黄瑞萱家住金宝屯，她说：

“冬天天寒刺骨，路上比较黑，一次爸爸骑摩托车
接我回家，因为看不清路，差一点就滑倒；还有同
学自己摸黑赶路回家，我们都希望能有路灯照亮
回家的路。”

张亚彬书记告诉记者：“镇里的中小学辐射全
镇10个村，56个自然屯，最远的吉兴村到镇里学校
需要一个多小时路程。因为各村财力有限，一直
没有安装路灯。”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李北公路这条乡道连通
青冈县、兰西县，肇东市三地，经常会有私家车、货
运车辆经过，如果能有路灯，会给师生们交通带来
非常大的便利。292盏路灯安装后，将有 600余名
中小学生受益。

“时间银行办得好”“创新养老新办
法”“为老人办实事”“不知道怎么成为志
愿者”……5月 24日，本版刊发《“时间银
行”嵌入社区互助养老服务》报道，引起了
诸多网友的关注和点赞。哈市读者王女士
联系记者，表达了要成为“时间银行”志愿
者的意愿。王女士说：“想要参加助老服
务，也给未来的自己存一些时间，不知怎么
能申请到？”为此，记者联系了哈尔滨桑榆为
老服务中心的相关负责人王迪，她介绍了注
册志愿者和参与活动的步骤。

第一步，首先通过电脑或者手机，登录黑
龙江志愿服务平台http://zy.dbw.cn/，注册成
为志愿者。志愿者的注册流程依次为：1.使用
微信，扫描黑龙江志愿服务平台网首页左侧
二维码，或点击中间“加入志愿者”，关注“龙
江志愿”公众号；2.打开公众号，点击“用户中
心”菜单，进入“个人注册”页；3.按照注册要
求填写信息，完成注册，生成志愿者编号。每
个志愿者编号都是唯一的。

第二步，关注哈尔滨桑榆为老服务中心
在黑龙江志愿服务平台上发布的活动信息，
如志愿参加，可联系“时间银行”管理员，提
交志愿者编号。

第三步，管理员通过在黑龙江志愿服
务平台上的组织账号，搜索个人编号添加
到活动中来。活动结束后，志愿者可通
过个人账号，查询个人的服务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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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亮兰西县平山镇
600名学子“上学路”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天池

与夜市一路之隔的，也曾经是大水晶
街的市场之一。高大姐在这里卖水果 30
多年了。市场提档升级后，看手机，偶尔回
答一下路人的询价，就是她夜晚的常态。

她说：“不让白天出市场以后，生意淡了
不少，现在水果生意的利润也没有以前大，生

意不太好做，我们都在等着夜市二期开始。”
草市街南侧这段路最开始改造时，周边的

门市房成了抢手货，有的人一次花了 16.5万元的
租金抢下一套门市房，当时觉得竞争摊位少了近一

半，经营蔬菜生意一定不错。但是市场没有了，周围
居民的生活习惯也随之改变。有人开始网上订货，有人
则去了附近更大的生鲜超市。反而让这里的生意有些
冷清了。

相对于路口的几个摊位，远离主路的摊位生意更为
萧条，有时半个小时都等不到一个咨询人。一位业户
说：“对于我们来说，一天能卖货的时候就是 16时到 19
时，居民回家后基本就没人买东西了，现在反而更期待
夜市二期快点开起来，这样才能有更多的顾客。”

今年 5月 25日，在筹备一段时间后，大水晶街
又出现新的市场——草市街夜市。每天 16 点开
始，这个历史悠久的市场又以新的面容出现了。

6月 19日晚，记者来到草市街夜市，一眼就看
到具有中国风的美食摊位。虽然是雨后，但依然有
很多人正在选购喜欢的食品。

家住群力新区的王静怡一家是特意过来尝尝
鲜的。她说，自己从上学的时候就对夜市情有独

钟，几乎每周都要逛一次夜市。可以说是“资深吃
货”了。前一段时间听同事说道外这里新开了一个
夜市，有 3家特别好吃，就过来尝尝了。她说自己
很喜欢这里，不是特别拥挤，美食也挺有特色的。

家住在附近的周先生说，有了这个夜市以后，
下楼散步的时候总会来逛一逛，虽然周边
草市街上有很多特色的饭店，但夜市味
道很独特，更有生活气。

摊主李师傅之前是一个面食摊主，在夜市开
设之前，他特意走访了哈尔滨五六个夜市，甚至到
沈阳学了技术，才定下自己经营什么品类。他说
自己不能卖一辈子馒头和面条，以前想转行，一直
没有勇气，借着这次机会，他也搏一把。“为了避免
让顾客觉得这里模仿师大夜市，我们摊主对经营
的种类都挺用心的，大多寻找的是不同的品类，哪
怕同类产品也要有自己的特色。”他说。

一位专门经营生蚝的摊主告诉记者，他把
哈尔滨夜市的生蚝都吃了个遍。“我做的生蚝味

道应该是很独特的了，而且价格
也要比其他夜市更实惠，我觉得
这么坚持才能经营得好。”他自信
地说。

一位摊主还给记者算了算账，
与此前经营棚子房相比，美食摊的
租金要更低一些。而且小吃类利润
目前也要比水果、蔬菜略高，同类竞
品在这里也少，到现在快一个月了，
收入要比原来强一些。

市场变夜市 摊主变“美食厨师”

避免简单复制 用心打造特色

在草市街夜市，无论你拍照还是录视频，多数摊主
都会随时配合，忙碌的空隙，摊主还会喊：“来拍一下我
吧，我家东西味道独一份，快来宣传宣传我。要不你先
尝尝，看我是不是在吹牛。”有的摊主甚至愿意先面对镜
头，让顾客在旁边稍等一会儿。

摊主们说，夜市开了以后，生意比以前还真有起
色。现在这个夜市就是缺少名气，很多人印象中，这里
还是那个卖果菜，甚至卖杂物的大杂烩市场。其实在临
近的草市街，不乏从地摊做烧烤开始起步后，成为拥有
几层楼商铺的哈尔滨名店。摊主们也希望利用这次机
会，改变现有生活。

“我们这里和别的夜市不太一样，周边没啥学生，年
轻人也不太多，还是靠周边小区的居民照顾生意，所以
遇到谁来拍视频，我们都愿意配合，就是希望更多的人
知道这里。把这里打造成网红夜市，让我们在未来都能
拥有自己的门店、品牌店、连锁店！”一位摊主说。

看着夜市越来越热闹
业户希望再扩容

摊主希望打造成哈尔滨网红品牌

在草市街附近生活的居民很早以前便开始习
惯有大水晶街市场了。早上起来到市场买份早点，
买些青菜，开启新一天的生活。下班后，拖着有些
疲惫的身体，买上几样熏酱、几两拌菜，带些水果返
回家中。渐渐地，路旁摊主们设立的一个个棚房
子，向道路中央延伸的摊位，拥挤的人流，成了大水
晶街市场的标志之一。

因不适应城市发展需要，影响道路正常通行，

垃圾堆积多年未清理等综合原因，这条近1公里的
全天市场于今年4月份开始清理整顿，清理出垃圾
320余吨，棚子房全部拆除，白天不再允许营业，全
部商户要退出市场。170余名业户开始改变原来
的生活方式。一部分摊主在附近门市房租下门店，
继续老本行，也有一些摊主开始尝试新的经营模
式，承包夜市摊位车，成为哈尔滨夜经济的参与者
之一。

清理出320余吨垃圾 大水晶街市场“没了”

老市场新夜市
大水晶街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国玉

说起哈尔滨大水晶市场的起源，自傅家甸开始繁荣后便有了踪迹。走过了几十个春秋，几代人以此市
场为生，周边居民也早已习惯了这个烟火气、生活气浓郁的市场。但因为不适应城市发展、破旧等原因，大
水晶市场也不得不改变。今年5月，市场退去，夜市到来。

带着岁月痕迹的大水晶夜市，会不会打造成又一张特色名片？这次转身能不能为哈尔滨夜市经济和
居民聚集区市场转型探索出一条新模式？近日，记者对此进行了采访。

摊主变厨师

摊主整理水果。

网红食品受欢迎。

摊主在准备烤品。

↑ 志愿者注册流程。
← 黑龙江志愿服务平台首页。

兰西县平山镇第一中学校挨着李北公路兰西县平山镇第一中学校挨着李北公路。。

无人机拍摄的网红农场。

农场外墙上绘制的卡通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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