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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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日，哈尔滨市最高温达到了 34°C，人
们想方设法避暑降温。当天，道里区工农大
街附近一个居民小区里搬来了“儿童水上乐
园”，为炎热夏日里的孩子们提供了一个凉爽
的活动场地。在近百平方米的大水池内，孩
子们有的打水仗，有的玩泡泡，一些家长们也
参与其中，欢笑声、叫喊声不绝于耳，大家都
玩得非常尽兴，也享受到酷暑里少有的清凉。

哈市入夏高温天

小区搬来水上乐园
为儿童避暑降温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苏强

近日，记者在齐齐哈尔市铁锋区南汇花
园小区院里看到，十几个健身休闲器材分为
两处放置，其中有多个器材出现了不同程度
的破损：落地式双人漫步机，一个脚蹬子锈蚀
断折；单轮车健身器材上的三个轮子中有两
个坏了不能用；儿童休闲荡椅上座椅和绳索
都不见踪影，只留下了一根横杆。

记者在现场观察发现，这些体育设施最
近才进行粉刷过，可是破损处却没有进行维
修。

居民区健身器材
破损严重

赶紧修修吧

7月 12日 10时许，齐齐哈尔市下起了小雨，这
让地处龙沙区南苑高新区的鹤城公园，出现了尴尬
的一幕：因雨停园，公园只放人出，不放人进，于是
三五成群的年轻人和领着孩子的家长，不断在公园
门前聚集。准确地说，这个公园是个游乐园，去年
下半年才正式开园，但随即就成为网红打卡地。

这里有全国最大的“五环飞车”，从最高处“嗖”
一下冲过去的失重感，可以让人的郁闷情绪一扫而

空；全国最高的“高空飞翔”，会让你像飞鸟一般地
一圈一圈又一圈上升，离天空越来越近；全国最大
的“双层旋转木马”；东北地区最大的“超级海盗船；
东北地区最大的“激流勇进”……东北地区最大的
桁架式“摩天轮”，相当于 25层楼的高度，坐上俯瞰
齐市全景。

近几年，齐市更注意街区的绿化建设，小型绿
地园区不断增多。记者从一些出租车司机口中了
解到，鹤城公园是这座城市最新建设的一座大型公
园，吸引的都是孩子和年轻人。“这不但是个娱乐性
更强的公园，也是展示城市发展的窗口。”

坐上“摩天轮”看发展速度

□文/摄 黑龙江日报全媒体记者 张同

编者按：2019年 8月 27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
提出要活跃夜间商业和市场，夜市发展由此也进入了快车道。本版以《探寻哈尔滨夜市经济的
兴衰密码》为专题，阐释了哈尔滨的老夜市重获新生、新夜市迅速走红，走了满足需求、规划整
改的路子，也选择了突出重点、壮士断腕的方向。

“哈尔滨的夜市经济红火发展，总体来说利大于弊，但仍要做到喜不忘忧，兴利除弊。”在政
府部门从事20余载市场摊区管理的老丁，建议城市在发展夜市经济时，将严格准入机制、完善
基础设施列为前置要件。

经过多日走访，记者也了解到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哈尔滨各城区都在不断改革夜市固有的
经营模式，引入诸多现代化的元素，但夜市经济的门槛确实不高。其一是对参与者的健康、卫
生情况把关不严；其二是市场缺少水、电、公厕等更完备的配套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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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格准入机制 完善基础设施

哈尔滨夜市经济还需哈尔滨夜市经济还需

“哈尔滨的夜市，最初走的都是综合化的路
子，现在更突出专营性。”老丁说，老道外大水晶
街夜市的改革，充分说明了这一发展方向。“存
在了几十年，最火的还是草市街餐饮这部分，从
大水晶街向多条街路蔓延的水果、蔬菜、调料等
摊位，反倒成了占道、卫生的死角。”道外区是经
过了多年的调研，才以“壮士断腕”的决心进行
改革的：去掉综合市场的帽子，舍弃效益不大的
经营品类，专营小吃美食。

香坊夜市的发展，也是个例证。十几年前，
香坊夜市围绕尚志公园，蔓延了数条街路，而今
让人津津乐道的，也只有公滨路和司徒街交口的
部位。这里的繁华，也在于小吃遍地。“饮食文化
就是一张区域名片，代表了一个城市的人文，很
多外地人也是奔着这个去的。”老丁说，当年他们
考察过上海、南京、广州等一线城市的夜市，其稳
定发展的原因，基本都是突出餐饮重点。

民强夜市是今年 5月开市的，道外区城管局
和民强街道办显然了解到了这一点，规划之初
就将其定义为美食街。这个一到夜晚就封闭经
营的夜市，像是一块“吸铁石”，周边聚集了水
果、书籍、杂货等摊车，但晚上八点以后基本都
会散去。民强派出所的郝警官说，以前这里的
散贩特别多，现在夜晚公园、校区、居民区的散
贩明显减少，交通和治安隐患也少多了。

“夜市的发展，离不开传统
传承，也离不开发展需求，但归
根结底还是要以质量说话，品
质不行终将消失。”老丁说，老
道外有夜市传统，也有美食传
承，当年北七夜市也是全市最
火的，几乎成了“百年北三市
场”的接班人，但由于食品质量
被人质疑，失去人心也失去了
发展机遇。网络时代的信息传
播速度，能够“横空出世”地成
全品牌，也能让百年老店声名
尽毁。十年前，执法部门查食
品问题，牵扯之下北七市场被
恶评拉低了人气。

新晋网红打卡地的民强夜
市，显然是注意到了这个细节，
在附近学校、居民区，聘请了消
费者监督员，食客吃出了问题、
发现了问题，就会得到处理。
管理者之一的王泰宇说，在中
标建设这个市场之前，他们对
本地和沈阳等外省夜市进行过

调 查 ，
决 定 严
把 摊 区 食
品 经 营 质 量
关。“我们不会请
一个名不副实的小吃摊
进来，也不会容忍一个进入市场
的业户在经营中以次充好。”

“夜市里烤腰子是热销品，
但这个夜市只有烤牛腰子，没
有烤羊腰子。”民强夜市的一个
经营者大军说，因为那种外形
浑圆裹了一圈儿油脂的羊腰
子，都是合成货，真正会吃的人
看到它，就不会在他的摊车前
逗留。“我每年交费 27000元，要
的也是这种好的饮食文化氛
围，这样才能赢得口碑。”

“夜市是年轻人的天下，也
必须会对年轻人做文章。”老丁
说，逛早市老年人居多，逛夜市
年轻人居多，这是作息时间决
定了的。年轻人更注意感官上
的刺激，那种小酒馆、大排档式
的经营，显然达不到他们的要
求。摊位整体设计、统一标识，
强调灯饰亮化、彰显个性；食品
突出特色，不是随随便便就能
吃到；地点不偏远，交通工具可
轻松抵达；卫生、治安、消防等
环境良好，都是成为网红夜市
的必备条件。

顾乡夜市存在了很多年，
且一直以马路市场的形式发
展，缺少管理和规范，不但面积
越来越小，声名也一直不显。

“女儿小时候，爱吃这里的山楂

蘸，常领她来逛逛，长大了就不
来了，嫌这里脏乱。”市民董女
士这样说。道外南十二道街夜
市、育红街夜市都是区域有代
表性的夜市，它们也屡屡登上
城市美食榜，或因交通不便或
因环境局促，却远远提不上风
靡“线下”。

“夜市经济发展重在突出
特色，要从本地的城市文化、历
史传统、出行条件、消费能力等
因素综合考虑，才能打造出规
模适当、有序发展、独具特色的
品牌。”老丁说，老道外有过很
多专业市场，围绕它们出现过
不少夜市，如今市场搬家，夜市
也都不见踪影。“好的夜市自己
形成品牌，差的夜市只能依傍
别人。”

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夜间经济市场
规模在 2020 年已突破 30 万亿元。作为夜
间经济的重要载体，夜市经济也是城市发
展的着力点。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近
几年，在哈市的大小夜市内，几乎再也找不
到露天炭烤槽，铁板、油炸用的是气罐，羊
排腰子用的是电烤。据城管执法部门介
绍，目前城区夜市“烟熏火燎”的问题，已经
得到有效控制。来自交通监管部门的信息
也显示，由于规划范围分布在更合理区间
和各方的协调管理，夜市导致的堵道问题
也得到了解决。也就是说，为了夜市经济
的良性发展，由夜市而来的烟、味、声、堵的
影响，政府正一步步地解决中。

“这是个必要的过程。”老丁说，多数夜
市都是自发形成，一些先天不足也成为发
展短板，政府在引导过程中，也要投入进行
改造。“比如用水问题，大多数的夜市并没
供水实施，消费者不能实现吃前吃后净手，
业户也不能随时对食材和器具进行清洗；
比如公厕，没有几个夜市设有专用公厕，更
别说间隔多少延长米设一个公厕了，而这
也是必须解决的问题。”老丁前些年曾对西
北城市的夜市进行考察，那里发展前摊后
店的模式，有效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的入市经营门槛也有待提高，不
是说你要经营什么就能经营什么，你会做
什么就能做什么，请拿出相应的资质。一
个摊位也不会只有一个人操持，每个参与
的人是不是都要拿出健康证明？你的食材
怎么样，是不是也要有个说明，或监督方
式？”老丁说，这些短板补齐了，夜市的发展
也就顺风顺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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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人喜欢逛公园。这里
有传承百余年的龙沙公园，有与新中
国同步成长的劳动湖沿湖公园，有彰
显时代活力的鹤城公园。一位离乡
50 年的老人说：齐市的公园是记忆
里的快乐，也是人生中的滋味。

据了解，今年夏天来齐齐哈尔市
逛公园的外地游客，明显分成三大拨
儿：去扎龙湿地公园看鹤看鸟的，回
故乡旧地新游的，访网红打卡地玩耍
的。不管哪一拨儿，都会有这样的抱
怨：被蚊子咬了。

齐齐哈尔的公园大多具有多种功
能，普通市民休闲的去处，也是旅游的
景区、自然生态保护区、水资源保护区
等。按理说这样的区域，管理应该是
严格细致的，但在很多立了禁止钓鱼、
遛狗警示牌的地点，记者都看到了垂
钓者和大型犬。劳动湖面积比较大，
维管人员却不见踪影；“二厂小区”附近
的水域，水质已出现了明显的富氧问
题；成群的小鱼贴岸活动，成为孩子们
的捕捞对象，由此也形成了安全隐患。

从齐齐哈尔南站出来，很多绿地的
草都在雨中疯长，但修剪者却不见一
个，这也导致蚊子大量滋生，疯狂包围
路上行人，而这种现象和问题，也普遍
出现在依水而建的公园景区内。一些
市民说，休息日这几天，一些亲朋从外
地来齐市玩，大多会报怨蚊子多。“生态
环境向好，但蚊子多了就不好了。”

“建设生态城市、旅游城市，从服
务上和设计上，就要考虑到这些因
素。”一位市民说，景区、园区、绿植聚
集区，应该鼓励商家售卖防蚊液、清凉
油；最主要的是，园林景观设计者，应
该有这种意识，选择一些有驱蚊功效
的植物来缓解这个问题。比如种植驱
蚊草、夜来香、薰衣草、猪笼草、天竺
葵、七里香、食虫草等。

市民评点：
多灭蚊子 加强管理

观百年风情观百年风情 忆青葱岁月忆青葱岁月 赏时代盛景赏时代盛景

齐齐哈尔市民逛公园齐齐哈尔市民逛公园

□文/摄 黑龙江日报
全媒体记者 张同 李国玉 苏强 上世纪 60年代末，李女士一家跟随换防的部队

离开齐齐哈尔市，在她的记忆中龙沙公园总是绿草
如茵，飘荡着小伙伴们嬉闹时的笑声。“今年回来时
看到，公园大门依昔还是 50年前的样子，真是说不
出的亲切。虽然园内外的变化翻天覆地，但却一下
就与记忆重合到了一处。”

龙沙公园始建于 1904年，是我省建立最早的公
园。经过多年建设，集园林、观光、娱乐、休闲等功能

于一体，也是东三省最大的综合性公园。园区林木茂
盛、草坪葱绿、百花争妍，随处可见逼真的雕塑和各种
建筑小品。爬上胜龙山，登上天远阁，可以一览望江
楼、关帝庙、寿公祠、澄江阁、藏书楼等古建筑。

据介绍，现在每年冬季，龙沙公园都要举办“龙沙
冰景游览会”，吸引众多游人来观光，龙沙公园由此也
列入了《中国名胜词典》。自 2018年元宵节开始，这
里还恢复举办了彩灯游园会。今年 7月 11日，在劳动
湖隔水相望，还可以看到公园临水一侧的林间，闪动
着造型各异的彩灯。

逛百年老园 品文化底蕴

“70 年前，劳动湖并没有现在大，也没有现在
好。”李女士提供了一张摄于上世纪 50年代的老照
片，照片中的季节是隆冬，李女士的父亲正在劳动湖
上滑冰。“那时新中国成立没多久，到处都洋溢着建
设的热情。劳动湖就是发动十余万人义务清理嫩江
旧河道的成果，没清理前这里就是城市的龙须沟。”

劳动湖是齐齐哈尔人的骄傲，为了让湖水变清，改
造也在逐年升级。据悉，从 2000年到 2010年，齐齐哈

尔市先后投资约 3亿元，对劳动湖水域进行治理改造，
形成了北起城防堤入水闸门，经北湖公园、秀水公园、
西泊公园、卜奎公园、龙沙公园、嫩江公园和泄水闸门
至嫩江的独特景观带。

这些年来，齐齐哈尔市关闭向劳动湖的所有排
污口，组织大规模清淤，实现了劳动湖河道变通、湖水
变清、湖岸变景，使之成为了市民的休闲地，也成为了
鹤城的标志景观之一。据介绍，目前劳动湖是与嫩江
相连的一汪碧水，是国家AAAA级水利风景区，每当
春暖花开，劳动湖也成为许多候鸟的栖息地。

走湖畔公园 忆燃情岁月

卫生间配置并不充分。

落地式双人漫步机，一个脚蹬子锈蚀断折。

近百平方米的“水上乐园”成为孩子们
夏日避暑的好去处。

公园美景如画。

城市生态环境
越来越好，湖泊湿
地越来越多。

摊车保障用水，食材才干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