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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说的我会听，你要做的我会帮，

因为你是人民，我是你的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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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强

近日，在哈尔滨市道外区新建成的南直公
园内，居民们有的休闲散步、有的在打篮球、有
的在看风景。据了解，这处公园位于南直路、泰
山路之间，南北两侧分别是两个居民小区，公园
整体呈长方形，东西长约 430米，南北宽约 70
米，其中绿地面积达 20630平方米。公园面积
虽然不是很大，但里面乒乓球案子、篮球场、健
身器材应有尽有，园里花草树木长得郁郁葱葱，
多条甬道环绕其间，成为当地居民休闲散步的
好去处。旁边小区居住的一位中学生说，以前
想打篮球找不到场地，现在下楼就可以玩了，真
是太方便了。

南直公园投用！
居民打球散步有了好去处

潘芙蓉说：“社交恐惧症患者
在正常社交中也会陷入恐慌，有着
强烈的情绪反应，家长要尤其关注
到孩子的行为变化。”她举例说：

“我认识这样一个女孩，从小活泼
开朗。但小学时，3个爱恶作剧的
男生绊倒了她，还嘲笑她摔倒的样
子，让她和淘气的男孩子接触有了
心理阴影；初中的时候，几个爱玩
的女生总是议论她，又让她与外向
的女孩子接触有了障碍。”

这个女孩学习成绩一直很好，
但考入了重点大学后，却从优等生
变成了中等生。因为她的大学同
学中，既有淘气的男生，也有外向
的女生，而且他们的成绩也非常
好，这让她没有了拒绝交往的理

由。于是，她开始出现口干、脸
红、心慌、胸闷、肌肉紧张、坐立不
安等反应，她也不那么喜欢学习
了，因为这不能让她更自信。大
学毕业后，她选择了出国留学，在
生疏的环境才感觉舒服。她准备
读完研再读博，但与导师的交流
也是难关，所以开始求助于心理
治疗。

潘芙蓉说：“这个女孩曾说，她
之所以爱玩电游、爱看电子书，就
是因为自己能驾驭和选择内容，不
需要别人做出评价和评判。但在
现实生活中，没有哪个年轻人会一
步登天、指点江山，要学会建立不
同的社会角色，并在与心理角色相
互转换中，逐渐完善自己的行为。”

说毕业应聘了三份工作，却躲在家里天天打游戏；
说减减体重就去交朋友，十年规划至今也没落实——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同

“这件事情让我很揪心。”日前，哈尔滨市斯大林派出所的赵警官说，
一个应届毕业生为了逃避就业烦恼，离家3天后选择了跳江轻生。“那天还
有来所里找孩子的家长，也是离家出走。这样的孩子是不是得了啥病？”

害怕出去工作、恐惧与人接触……哈尔滨市文明家庭促进会会长、心
理学博士潘芙蓉说，这是社交恐惧症的一般行为表现，近几年，这种情况
在青少年群体中呈现上升趋势，有的甚至成为“茧居一族”。他们喜欢在
虚拟世界游荡，喜欢躲在角落里消磨时光，时间长了，渐渐与社会脱节，有
的失去了人生方向，有的患上严重的抑郁症，严重的甚至危及生命。

师大夜市闻名遐迩，在纷繁众多的美食
地图上，均被标注为“吃货圣地”，每年会有数
以千万计的哈市人来此消费，数以百万计的外
地游客慕名而来。在没有严格规范前，10万
以上的日客流量，动辄就会堵住大小几条街。

然而，如此火爆的夜市因何而来、因何而
兴、因何稳定发展，却没有几个人能说的清
楚。连日来，记者走访了多名师大夜市成长的
亲历者，还原了它被市井美食“烤红”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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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 你的生活的生活

他在哈市的一所学校毕业
后，回家说应聘 3 家单位都成
功了，过几天就去上班。6 月
23日，他离家出走；6月 26日，
他在哈市跳江轻生。他的母亲
从牡丹江市找到哈市，在辨认
尸体时哭诉：儿子从小性格内
向，在外不太会表现自己；母亲
对他找几份工作的说法有些怀
疑，在他没黑没白地玩游戏时，
经常进行劝说。

“内向和害羞，与社交恐惧
症有着巨大的区别，社交恐惧
症是一种社交焦虑障碍，指的
是对社交或公开场合感到强烈
恐惧或焦虑的一种精神疾病，
社交恐惧症患者在社交场合会
产生一种显著且持久的恐惧心
理，无论是与陌生人接触，还是
日常的生活交际，他们都过分
地关注他人的看法，害怕自己
的行为引起他人的负面评价，
为了逃离他人的注目，摆脱社
交给自己带来的巨大痛苦，他
们便会在社交中表现出退缩，
回避等行为。”潘芙蓉说。

每到毕业季，潘芙蓉都会
遇到来咨询的父母，在孩子即
将步入社会时，这些家长却突
然发现，自己的孩子竟然失去
了与人接触和交往的能力。“有
人说他们宅，点个外卖都不愿
意下楼取，但细心的父母总会
发现，他们与人接触时会紧张，
甚至是双手出汗，说不出话
来。”潘芙蓉说，一些孩子因此
而孤僻，甚至是自我封闭、自我
放弃。

“我和爱人都是大学毕业，分
配到了工厂工作。”市民朱女士
说，儿子小时候虎头虎脑、爱玩爱
闹，长大了却变了，三十几岁连个
女朋友也找不到。她承认，儿子
小时候，她怕儿子和邻居们的孩
子玩多了，也变得不爱学习，就严
格禁止他到外面玩，后来孩子自
己也不主动出去了。如今，儿子
小吴与人交流总是很紧张，说自
己内心深处很自卑。

“妈妈说我长大变了，其实在
她禁止我和大院的孩子们玩之
后，我就有了变化。”偶尔才能与
小朋友们玩的小吴，发现自己渐
渐融入不到小伙伴们中间了，玩
的内容、方法、规则都掌握不了，
也玩不明白，感觉自己很“笨”很

“格色”，甚至怀疑自己学习能力
是不是也不行。于是他拼命学
习，成绩也越来越好，但能交流的
人也越来越少。“举个例子说，26
岁时我第一次相亲，事前做了充
足准备，可见了面就不知道说啥
了，嗑嗑巴巴越来越怯场，最后浑
身出汗甚至颤抖，直接跑回了
家。”

小吴说，每一次交流失败都
让他痛苦，手足无措、彻夜难眠，
于是就使劲吃饭，并最终成为了
一个胖子。“我对妈妈说减肥了就
去交朋友，十年规划至今也没落
实。我怕被对方笑话，更怕被更
多人笑话，但这已经成了现实。”

“网络中出现过很多这样的例
子，社交恐惧患者甚至变成了另类
的乞丐、封闭情感的流浪者、累死
在电脑前的网虫，但值得一提的是
也有不少逆转者，在专业力量的帮
助下重拾了正常人生。”

就如正常孩子学会走路，是在
一次次跌倒后磨练出来的，自然人
完成向社会人的成长，也要面临各
种各样的跌倒，这样的跌倒甚至会
是伴随一生的常态。“在青少年时
期要建立起正确观念，形成良好的
习惯。其实，我们的革命传统教育
中，不乏这样的教导，比如那些百

折不挠、起起落落、逆流而上的先
辈故事。”潘芙蓉建议，家庭、学校
和社会专业力量共同行动起来，加
大引导和干预力度，鼓励和带领孩
子多参与公益活动，扭转认知偏
差，增加孩子社交空间，提升孩子
价值感和幸福感。

“没有人天生是这样，成长环
境的改善，专业的干预已迫在眉
睫。”潘芙蓉强调说。

据介绍，社交恐惧症正在引起
全社会的关注，我省相关部门和服
务机构，已经开始开展专门的心理
辅导和教育引导工作。

三十年前都是“游摊”
48岁的王教授与文林街有着不解之

缘。年幼的时候，父母就带着她来此学
习钢琴，在童年的记忆中，这条街还是黄
土路，两侧种着一丛丛的丁香。1991年
的时候，她入学哈师大，成为一名本科
生。“那时候沙曼小区一侧（夜市里侧）出
现了零星的夜摊，出售茶蛋、包子、粥一
类的食品，烧烤小店也比较多。毕业留
校做教师后，32中一侧（夜市外侧），开始
出现烤肉串、烤鱿鱼的摊贩。我记得清
清楚楚，1997年的冬天，我在这里吃到了
烤鱿鱼，1998年的冬天就经常来吃了。”

那时候的摊位并不多，也就 5家左
右。王教授每月工资只有 246元，摊主
的收入每月却已突破2000元大关，同事
们还经常开玩笑说“没下岗职工挣的
多”。每天下午 4点到 5点摊位便出了，
晚 8点左右就收摊，因为这条路那时并
没有路灯，即便摊位上自己有灯，路上也
没人了。“随着小吃摊渐渐变多，卖生活
用品的商贩也来了，不久摊区已经蔓延
到了学校西门。”

公务员李先生 1996年搬到沙曼小
区居住。他说，沙曼小区是铁路系统建
设的，回迁户较多。“老居民本就有摆摊
的习惯，加之不少铁路职工走南闯北的，
面向学生摆摊挣钱的同时，也把各地小
吃逐渐引进来了。”到上世纪90年代末，
这里的烧烤摊已经形成了规模，烤肉串、
烤冷面、烤鱿鱼“成群”出现。

这一时期，还被称为文林街摊贩的
经营者们，是被打击对象。学校安防、城
管执法、卫生检查、治安巡查、交通疏堵
等行动之下，他们都是东躲西藏的惊弓
之鸟。

二十年前开始“抢摊”
从2001到2006年，孙女士在文林街上吃了6年小吃。“那时候女儿

在附小上小学，每天放学来接她时，就到这条街上吃烤鱿鱼，爱人和我
一起来时，再加几串烤蒜薹羊排。”她目睹了师大夜市的迅速发展：从和
兴路转入文林街，自32中侧门起，经和兴头道街、三道街，一直顶到了
白家堡附近，三四百延长米的路面上，挤满各种小吃、饮料摊位。

2003年的秋天，小李进入师范附小读书。小学与师大夜市相邻，
中间只有一道围墙、一排煤棚、一栋老式居民楼，加起来不过二三十
米的距离。“我家就住在和兴头道街，每天放学拐到文林街时，都会看
到一个烤鱿鱼的摊位前站满了人。”拐角是一个公厕，那时还没有进
行改造，气味并不好闻，鱿鱼摊虽然就在公厕不远处，但依旧吸引人。

小李上五年级的时候，师大夜市已经相当热闹了，烤蒜薹羊排、
烤鱿鱼、炸鸡柳在这里热卖。“在我的记忆中，烤蒜薹羊排就是在这里
出现，然后风靡哈市各大夜市的。有一天，父亲接我放学，在我的几
经央求下，给我买了一串蒜薹羊排、一串烤羊腰，这是我一生难忘的
味觉记忆。”小李说，那时在这个夜市的几家知名烤摊，吃烤排烤腰就
排号了，一般都要等个十分二十分的。

这一时期，文林街摊贩已经交费经营，但是每天抢占好位置还是
会有纠纷。这个好位置，不仅仅是指地理上的繁和偏，也是指距离那
几个知名小吃摊位地利上的远和近。

近十年间都在“守摊”

袁女士今年65岁，一家人曾在师大夜市经营过烤排骨串。“说
句实在话，那时这个市场就是因为那几家特色烧烤闻名的，我们折
腾几年也没有大的收益，就在 2010年退出了。”她说，市场管理越
来越规范，监管部门越来越多，收费也在提高，感觉守摊不如开
店。这也是让一家人最后悔的事，事隔7年后，家里人结束了店面
经营，想要恢复这里的摊位，却已被告知没有空位了。

2014年 5月 21日，经哈市街路市场摊区管理办公室审核，师
大夜市正式获批设立。此前，这个夜市已经将摊位挪到人行道上；
经营业户办理了健康证；并严禁使用木炭烧烤。到 2017年的时
候，这个夜市已经形成400余家业户正规经营的规模，从业人员超
过千人，日销售额超过百万。

据了解，师大夜市现在每晚都要收150桶垃圾，节假日能达到
300桶，由此可见经营的火爆。还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一个夜市
最火的烤蒜薹羊排烤腰摊档，一晚最多可卖 2000多串，但摊位附
近路面却很少有油渍。这说明，经营者已经有了维护形象的自觉，
小品牌、大品牌完成了命运与共的契合。

入夜满街皆是“馋猫儿”
22日 6时许，文林街上已是人头攒动。

上至六七十岁的老人，下至五六岁的孩童，
或是手里拿着食袋，或是嘴里撸着肉串儿，
脸上洋溢着欢喜和满足的表情。一些小吃
摊车前，已经排起了等待的长龙，烤肉的香
气在空气中弥散着和膨胀着。耳边不断传
来广播的“逛市安全提醒”，身边是一拨拨忙
着收垃圾的保洁，还有城管执法人员通过对
讲机在维持秩序。开市不久，不少业户的气
罐已经告罄，一台小车正挨家配送燃料。

“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一名中年
男子，手里握着一把肉串儿，站在街中央开
撸。他兴奋地说：“这个吃啊，需要质量也需
要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下，看见啥馋啥！这
个夜市名副其实，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
吃不到的。”聚集在此的吃货们呈现出这样
的特点：可以看出年龄，但已猜不出身份；可
以判断饮食喜好，但却说不清文化差异。

总
担
心
自
己
表
现
不
好

长
期
逃
避
容
易
导
致
自
我
放
弃

原
来
我
们
都
是
一
样
的

成
长
中
的
隔
离
才
让
你
不
自
信

被
人
选
择
是
一
种
煎
熬

我
的
象
牙
塔
成
了
避
难
所

引
导
和
专
业
干
预
至
关
重
要

屡
败
屡
战
才
是
人
生
常
态

师
大
夜
市

据南岗区城管局公布信息显示，师大夜
市走的是一条政府进行监督指导、街道办作
为责任主体、企业应标运营的三级网格管理
新模式：区相关部门负责督办考核与指导，
街道办负责综合管理与监督检查，专业化的
公司负责市场日常运营。由此，师大夜市也
从原来的纯行政管控模式，过渡到了企业化
管理的新阶段。

记者了解到，师大夜市的运营公司不仅
对夜市的环境卫生秩序负责，还负责对进入
夜市的经营项目审批、摊位规划、检查业户
食品安全等事宜。和兴街道办会对公司运
行进行考评，环境卫生不达标扣分、有噪音
扰民扣分、未按时收市出市扣分，扣完了就
可能失去经营管理资格。

有人说，师大夜市建立了类似现代企业
制度的管理模式，政府和街道办扮演着董事
会的角色，他们聘请职业经理人管理经营企
业，职业经理人对董事会负责，管不好就会
被降薪甚至炒鱿鱼，而董事会则对全体股东
即师大夜市利益相关方的市民负责，维护夜
市周边居民、夜市食客以及各个摊主的权
益。

目前，这种运营模式显然已经在哈市推
广开来，草市街等老夜市改造规划、民强夜
市等新夜市招标运营，都进行了借鉴。

继续发展运用“秘籍”

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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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同

小心！社交恐惧症症

吞噬

患者接受心理辅导。

排队吃臭豆腐排队吃臭豆腐。。

边走边吃。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一段时间，肇东市肇东镇城区内新建了
多处公厕，为人们提供了很大的便利。记者看
到，在正阳大街与北环路交口附近的人行道旁，
一个新建公厕以集装箱作为外墙，造型独特。
这处公厕六七米长，三米多宽，外部为绿色，墙
上绘制了许多花卉图画，成为街头一道风景。

可是记者来到公厕正门时，却发现上面贴
着通知：“主管道堵塞，停止使用”“水管爆裂，维
修中”。附近一位居民说，这处公厕投用后没多
久就出了问题，之后停用维修，一直到现在也没
修好，挺漂亮的公厕不能使用。

随后，记者询问了肇东市城管局，该局一位
工作人员回复说，这个公厕是去年新建的，由于
冬季主管线受冻破损，无法使用；目前工人们正
在对其进行维修改造，争取尽快投入使用；改造
后，他们将把公厕的主管线置于室内，这样冬季
也不会再结冻乃至破裂了。

集装箱公厕造型独特
中看还要中用

公厕造型独特。

航拍公园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