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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宏超

轻松好玩的市集有多大吸
引力？前不久，绍兴市越城区
迪荡街道“湖滨98”街的“绍兴
首届有趣人类市集”活动给出
了令人惊喜的答案。纷至沓来
的年轻人、高潮迭起的现场氛
围、妙趣横生的活动花絮……
两天时间催热“湖滨98”街，更
带动了整个区域的人气和商
气。

可以说，这个以“有趣”为
主题的“湖思妙想·缤纷迪荡”
湖滨市集，点燃了今年越城春

日经济的第一个爆品。

不一样的市集
机器人、机器狗引喝彩

在市集的一角，五条宇树
机器狗正安静地趴在地上，旁
边的“主人”按下开机键唤醒
它，再操作遥控，它们就进入了

“撩人”模式：先是一个前扑，然
后伸出一条前腿和观众打起了
招呼，紧接着又扬起两条前腿
在空中画出一个爱心。机器狗
还能自如流畅地表演拜年、侧
滚翻等动作。

机器狗周边里三层外三
层围满了人。小朋友是最主
要的粉丝，一位姓刘的小朋友
正在读小学二年级，他对机械
领域特别感兴趣，立志以后成
为科学家。现场的他特别激
动，准备回去把过程写进日记
里。

家住附近的陈先生也为宇
树机器狗的表演折服，拿起手
机不停地拍拍拍。当现场画外
音传来“机器狗可以帮忙取快
递、拎包等”，有人当即表示，如
果价格合适，以后会考虑购买，
真正让科技融入生活。

同样，周日登场的央视春
晚同款机器人也引发了现场
一阵骚动。身穿披风、扎着红
色头饰的它能够流畅地完成
拍手、扭腰、交叉步等动作，衔
接自然，稳定性极高。它还能
精准地跟随音乐节奏舞动，在
AI驱动下展现出十足的灵活
性和拟人化特质，街舞感满
满。

通过创意设计
打造处处有趣的氛围

科技和AI只是市集的一个
侧写，而有趣则是这个市集的

最大特点。
非人类有趣中心、先生的

猹、野生艺术家专场、后备厢
里有魔法……从诙谐活泼的
语言风格到色彩饱满的展板
设计，从时尚青春的氛围营
造，到丰富多彩的业态布局，
这个市集让轻松有趣贯穿到
每个角落。

“每到一处都有吸引我的
点”“孩子在摊位前挪不动步
了”“老爷爷边喝养生茶边做艾
灸”……现场不少观众发出这
样的感慨。

“绍兴首届有趣人类市集”
以“有趣”为主题，5个主要区域
分别为A区大展、B区创意摊
位、C区后备厢、D区创意小摊
以及E区宠物区。本地商家及
杭州、温州、苏州等地共170余
家商家报名参加，包括去年火
爆的后备厢摊位等，迪荡街道
优中选优，遴选出近40家摊位
集体出摊，白天人气爆棚，到晚
上人气更旺。

其中单是以“创意”冠名的
区域就有B和D两个大区，集中
了20余家摊位。从祖母绿珠
宝、水晶饰品、珍珠饰品，到创
意袜子、创意服饰，再到闻香体
验、传统香道、非遗吹糖人，市
民林小姐一圈走下来，手里多
出了四五个手提袋，里面满满
都是“战利品”。

如果说创意是吸引眼球
的利器，那么艺术则是众多摊
位一致的主题。其中“手作”

“文创”的摊位就有四五家，艺
术少不了沉浸式体验，现场绘
画体验的“艺绘”摊位前很多
小朋友正在执笔创作。后备
厢摊位涵盖了酷饮、小吃、酒
馆、冰淇淋……高峰时段“一
位难求”。宠物区同样围满了
人，会飞的宠物鼠、害羞的寄
居蟹……牢牢抓住了大家眼
球。

未来的市集
好玩的内容能不能更多些？

这几年，创意市集作为一
种新兴城市文化景观，呈现出
遍地开花的趋势。从景区到街
区，从城市综合体到郊野公园，
创意市集探索出更多美好的可
能，是城市文旅消费的重要场
景。对很多人来说，“赶集”探
索美好生活，是去“班味”的好
办法。

从现实情况看，绍兴主打
文化味、烟火气的市集较多，
但是旗帜鲜明打出“好玩又有
趣”主题的市集，还是头一
遭。“虽然活动的很多设想并
没有完全实现，活动的场地也
并不算大，但从现场情况看，
市民对好玩的东西一定是向
往和痴迷的，把市集办得有
趣，切中了大家放松心情的需
求。”有关专家认为，“绍兴首
届有趣人类市集”开了个好
头，期待未来这样的市集会越
来越好、越来越多。

当前浙江省培育市集夜经
济，2025年要打造30个具有全
省标杆引领作用的共富市集。
如何让市集更有趣？主办方也
在思考中。

迪荡街道有关负责人说，
此次湖滨市集通过创意赋能，
做好有趣文章，汇聚了年轻匠
人、设计师、造物家和美学生
活爱好者的交流平台，成为年
轻人奔赴的打卡地。今后街
道还将借鉴此项活动经验，锚
定全年可持续、有创意、高流
量的城市焕新目标，进一步创
新消费场景，促进街区商贸扩
圈发展，培育更多有趣的消费
载体。

据悉，接下来越城区“古城
青春季”还将推出更多有意思
的活动，延续有趣好玩风格，给
市民带来更多的惊喜。

■童鸿杰

阅读的书面意思是运用语
言文字来获取信息、认识世界、
发展思维，并获得审美体验与
知识的活动。

“阅”和“读”，其实有不同
的意思。“阅”的本意是在“门”
里清点、盘查，后延伸为察看、
检视、阅历。这意味着“阅”是
需要运用经验去思考并理解
的。

而“读”，有两个本意。一
个念dòu，指的是语句中的停
顿。古人诵读文章，稍长的停
顿叫句，较短的停顿叫读。加
注句读的动作，被称为“断句”。

韩愈的名篇《师说》，有一
句话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
解”。意思是连基本的断句还
做不到，哪里能“解惑”呢？后
来，人们慢慢地把“读”写成

“逗”，现在我们所用的逗号就

是来源于此。
“读”的另一个本意呢，就

是今天说的dú，意思是照着文
字念。读书是要发出声音的，
要朗读，“默读”也是读，是无声
地读，认认真真、清清楚楚。

说到读书，很多人的第一
反应往往是苦读。孙敬悬梁，
苏秦刺股，车胤囊萤，孙康映
雪，匡衡凿壁，宋濂借书……
可以说，古往今来，多少名人
的苦读故事，值得我们大书特
书。

前几天，看到“江泌追月”
的典故：有个叫江泌的人，小时
候家中贫寒，晚上跟随月亮的
光亮来读书。江泌住在一间小
西屋里，月亮一出，照在屋内床
下，江泌就坐在床沿读书。一
会儿，月偏升到东南上空，江泌
就走出屋门外，斜倚着门框读
书。夜深了，月西归了，江泌又
爬上屋顶，追着月光读书。读

着读着太困了，从房顶掉到了
地上，也不怕疼，爬上去继续
读。

小时候，我觉得读书真
苦。尤其是刚上中学的时候，
每天凌晨4点起床，吃一口泡饭
就出门。学校在很远的山岙
里，要走上两个小时，要经过好
几个村庄，会遇到好多野狗。
有一次，大概是我手里的饭盒
有香气，一群野狗追着我跑，到
了学校，我的鞋子都跑掉了。
那时候，学校条件也差，窗户都
是纸糊的。一到冬天，寒风呼
啸，教室里的人打着哆嗦跺着
脚，读课文的声音怎么听都像
是低沉的惨叫。

也有人说读书是乐读。《论
语》的开篇说“学而时习之，不
亦说乎”。陶渊明呢，说自己

“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
欣然忘食”。陆游更是以读书
为人生乐趣：“天下无如读书

乐”、“惟有读书声最佳”。
读书的滋味确实好。上世

纪90年代初，我在杭州读中专，
专业是图书发行。第一次实
习，分到浙江省外文书店。那
时书店还在西湖边。门市柜
台，细细长长，一抬眼就是垂
柳、松柏、香樟。门前花坛也是
精致，恰似七色缎带。比花坛
更美的，是书店里的仓库。那
也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
书，尤其是那些原版书，装帧精
美，让人爱不释手。

那读书是苦还是乐呢。这
个问题我也曾百思不得。后
来，渐渐明白了，一个人要想在
专业知识中有所成就，势必要
经过一番苦读；那一个人喜欢
休闲阅读呢，肯定怡然自得，毕
竟可供选择的休闲书太多。你
看，喜欢诗词的人，可以朗诵诗
词；喜欢小说的人，可以沉迷故
事；喜欢散文的人，可以在美文

中体悟自己的人生。
如此想来，苦读也好，乐读

也罢，最关键还是要爱读。
爱读，就是让正在上学的

孩子，能够在掌握课内知识的
基础上，读到丰富多彩的课外
书；爱读，就是要让七八十岁的
银发老人能够安心在家，自得
其乐地打开书本；爱读，更是要
让千千万万的打工人，在繁重
的工作之余，找到自己的阅读
方向，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

因为，在那些经典好书中，
人类所有的情感，被一字一句
镌刻。生与死被尽情渲染，爱
与恨被反复诉说，少年的爱情
泛着玫瑰的香味，逝去的亲人
化作漫天的星河……那些文
字，让我们看到这世界应有的
光华和色彩，于是我们懂得，生
活并不灰暗，回忆不曾掩埋，再
平白无趣的日子，也值得满怀
期待。

“我们特地从宁波市区赶来参加这次读书会。北仑的阅
读活动氛围特别好！”日前，在宁波北仑大碶横杨社区，一场主
题为“寻迹王鲁彦，书香润横杨”的读书会让读友钱女士顶风
冒雨驱车30多公里前来。

据悉，活动以大碶王隘村村民、浙东乡土文学巨匠王鲁彦
为纽带，通过经典阅读、文化对话、乡情交融等形式，为北仑青
年职工群体、新老居民搭建起一座思想碰撞与情感联结的桥
梁。“共读不仅是故事，更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对家园的共同
期待。”在宁波力劲科技有限公司工作的居民青业宏如是说。

“我期待社区设立一个创作采风基地，将地方文化资源转化为
产业优势。”交流分享中，听到鹰速达物流员工高倩的建议，活
动总策划、潮甬领读·同心领读负责人陈利娟大感欣慰：“职工
领读会走进书香浸润横杨，更让青年职工、居民对乡土文化和
共富发展产生了思考与联系。”

通讯员胡洲华 摄

■王一堡

近日，嘉善县开放第一批
机关企事业单位的错时共享停
车位 662 个，后续还将陆续放
出。桐乡全市机关企事业单位
2905个内部停车位错时共享全
线开放到位，市民停车“自由
度”直线飙升。这些“机关大
院”在夜间和节假日将闲置车
位共享给社会车辆，切实解决
了不少市民停车难的烦心事，
收获大家的点赞。

不可否认，停车难是城市
管理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困
扰城市居民的“痛点”，尤其在
老旧小区和繁华商业区，常常
出现“一位难求”的局面。然
而，近年来“共享车位”的出现，
积极回应群众关切，为这一难
题带来了新的解决思路，也为
民生福祉注入了新的活力。

开放错时共享车位的背
后，是对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
思想的自觉践行。“人民城市为
人民”，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
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在 2025
年嘉兴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
中，就包括了：向全社会免费开
放机关事业单位错时共享车位
1万个以上。这正是政府通过
探索促进基本公共服务优质共
享的新路，有效回应群众需求
和关切，用心用情解决群众急
难愁盼问题。这种“让位”于民
的举措，不仅提高了公共资源
的利用效率，还树立了政府亲

民、为民的良好形象。
而反观最近网络热点——

“广告牌匾禁用红蓝黑底色”事
件，当地反复折腾招牌，忽略了
城市发展的本质和人民群众的
根本需求，背离了为民的初心，
也失去了民心。

开放错时共享车位的背
后，是对办好民生实事和公共
事务能力的考验。随着社会不
断发展，基层治理出现许多新
情况新问题，对广大党员干部
和城市管理者来说，面临着前
所未有的挑战与机遇。就拿嘉
善的错时共享停车来说，群众
扫码便捷停车的背后是“共享
车位”数字化平台建设的持
续优化。每季度定期校正、
远程控制设置修复、设置信
用 积 分……“两 库 三 端 三 场
景”体系推动停车资源共享和
供需快速匹配，让市民实现无
感进出。推动基层治理向数
字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顺
应时代发展、提升工作效能、
优化公共服务的必然要求。
从细微处着手，加强协同合
作，创新服务供给，才能真正
把好事办好、实事办实。

“小车位”折射“大民生”。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小事”中，
流淌着民生温度。其实，群众
利益无小事，多在老百姓的“急
难愁盼”中找准改革的发力点
和突破口，就能让更多“民声”
变“民生”，增强人民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

■蒋宇欣

凌晨3时的金华兰溪市城
郊，雾气还未散尽，蔬菜大棚里
已亮起星星点点的灯光。菜农
王友富头戴矿灯，手指在翠绿
的大仙菜叶间熟练翻飞，沾着
露水的菜叶簌簌作响。

“现在每天能摘几百斤，比
从前赶集卖菜多挣400多元。”
这位种了半辈子地的老菜农抹
了把汗说，身后货筐里码着刚
摘下的大仙菜、小茭菜、香葱，
几个小时后，这些带着田垄清
香的蔬菜就会出现在180公里
外杭州市民的餐桌上。

随着“兰溪手擀面”“游埠
豆浆”“游埠小馆”等具有鲜明
地方特色的餐饮品牌走向全
国，美食已经成为兰溪对外展
示的一张闪亮名片。在杭州市
街巷阡陌间，600余家兰溪美
食店如星辰散落，素包蒸腾的
热气、游埠豆浆的醇香、牛肉面
浇头的香气，共同编织成一张
馥郁的“味觉地图”。

兰溪美食能在杭州市场占
据一席之地，离不开兰溪餐饮
从业者的长期精心经营。为了
保持这张珍贵的“金名片”，商
家在原材料的选择上更倾向于
保持原汁原味的“兰溪风味”。

在杭州市开了4家连锁店
的范益伟每天盯着后厨新到的
食材——大仙菜必须带露珠，
油泡要炸得金黄酥脆，就连包
素包的豆腐衣也得是兰溪豆腐
坊凌晨现做的。这种对“家乡
味”的坚持，让范益伟的餐厅仅
大仙菜这一食材，一天就要消
耗 20 多公斤，节假日更要翻
倍。

近年来，兰溪市从政策扶
持、技术培训、资金信贷、保障
服务、文化宣传等多方面入手，
鼓励和支持本地美食企业创新
发展，有力促进兰溪美食标准
化规模化产业化发展，推动美
食产业和其他产业实现集群式
联动、全产业链发展。

独具特色的家乡味道也成
为当地“呼唤”共同富裕的“一
手好牌”。2025年，兰溪市以
加快构建美食供应链体系为目
标，目前已初步搭建起统一采
购配送平台。兰溪本地的大仙
菜、千张、白辣椒等30余种特
色食材，通过统一采购配送平
台实现从原产地直达消费终
端。“我们像调配兵马一样调度
食材。”兰创集团负责供应链的
工作人员邹恒介绍，每天22时
截单后，根据订单数量汇总，发
给供应商。蔬菜要赶在日出前
采摘，豆腐必须现磨现做、新鲜
热乎，确保每一口都是“兰溪鲜
味”，实现“田头到餐桌”的精准
对接。

2025年，兰溪市以“文旅
美食产业富民提档行动”为抓
手，按照“活三产强二产带一
产”思路，深化美食产业十大工
程，建设美食产业园、10万亩
高标准农田，探索订单农业，
打造美食供应链体系，实现全
链创业共富。到2025年底，兰
溪计划创建美食示范店30家，
累计创成统标店300家，引进
工坊10家以上；打造特色食材
基地2个，新增浙江省级地标
美食1个，建立“游埠小吃”实
训基地2个，全年培训1000人
次以上，实现创业200人次以
上。

有趣人类市集，有趣在哪儿？

市集上小朋友们与机器狗互动。

共读美好
收获智慧和力量

解“读”

生活面面观

小时之外

“小车位”
折射“大民生”

生 活杂谈

兰溪风味编织出的
“味觉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