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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
提示

▲
有历史也有创新 ▲

“高大上”的西餐也摆上了地摊儿

春秋广场夜市，也是一个温暖的
大家庭。

在这个夜市卖西瓜的残疾小哥
因为西瓜滞销，求助魏都区城管局执
法大队七中队的队员。于是，城管队
员出手相助，帮助残疾小哥卖瓜，热
心商户、市民集体“团”瓜。夜幕下的
春秋广场，经常上演这样的爱心“接
力”。

多年前，春秋广场夜市的商户争
着为“自强妈妈”留摊位的故事，在许
昌市形成了一股爱的暖流。人们掀
起了购买手链的热潮，一串串小小的
手链，串起了一座城市的爱，释放着
一座城市的正能量。

时至今日，春秋广场夜市的温情
仍在继续……

提起许昌的商圈儿，每一代人都

有不同的记忆。随着许昌社会、经济
的高速发展，老商圈儿不断扩展，新
商圈儿逐渐产生。

作为衡量一个城市旅游竞争力
和吸引力的重要指标，游客的停留时
间越来越受到关注。

近年来，我市文旅产业融合逐步
深入，曹魏古城周边不管是白天还是
夜晚，都人流如织，游古城、坐红船，
赏莲城古风新韵。

春秋广场与曹魏古城紧邻，游古
城、坐红船、逛夜市的新商圈儿也在
逐步形成。

如今，春秋广场以曹魏古城为
榜样，进一步强化其在文化展示、旅
游休闲、商业等方面的服务功能，形
成了和曹魏古城一体的新商圈儿，可
以说更加便民、利民。

夜市，一座城市的另一个读本
春秋广场夜市的那些故事

□ 本报记者张铮文/图

夜市是城市的装点，是生活
的风景线。

有人说，逛夜市是认识一个
城市最好的方式。

在许昌，春秋广场夜市的知
名度是很高的。每天晚上，这里
有琳琅小吃、流行服饰、杂货，加
上如织的人潮，溢散热闹滚滚的
气息。

身为忙碌的都市人，卸去了
白天的压力，在人群簇拥中，品
小吃、逛夜市……

可以说，春秋广场夜市也是
从无到有，后又几经变迁，承载
了霓虹灯后许多摆摊人的美好
回忆。而这些，正是一座城市变
迁的另一个读本。

7月9日晚，记者来到这里，
探寻摆摊人的故事，感受人间烟
火气。

“夜经济”不是简单的撸串儿、喝
酒。交相辉映的万家灯火背后，正是
一座城市最为原始、蓬勃的生命力。

当日，记者在市区春秋广场看
到，一个做牛排的小摊儿格外引人注
目。小餐桌上铺着桌布，摆放了烛
台，地上铺着红毯，在晚风的吹拂下，
增加了浪漫情趣。

我们一定很难想象，牛排现在已
经 成 为 路 边 的 美 食 了 。 在 10 多 年
前，牛排还是高档的西餐，只有去西
餐厅才能吃到。

不过，换了一个环境，牛排同样
能吃出高级感。

“我经常带着孩子来这里吃牛
排，经济实惠。而且这里的环境也不
错。”市民刘红说。

随着岁月的变迁，春秋广场这个
“老夜市”也是不断创新，可以容纳各
种元素，让城市的夜晚变得异常缤
纷。

“提到春秋广场的‘夜经济’，还
要从 30 多年前的小吃夜市说起。”采
访中，市民张建国说，以灯塔夜市为
例，它位于今天的南大街与建设路交
会处，南关桥的北端，因早年建在这
里的一座灯塔而闻名。改革开放前，

这里就是许昌最热闹的地段，周围各
种店铺鳞次栉比，售卖的小吃种类也
非常多。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这里的很
多房屋、店铺被拆除，但还有很多摊
点。当时，给张建国留下最深印象
的就是位于今天南大街与建设路交
叉口西北角的一个羊肉串摊点：老板
和伙计都是新疆人，为了招揽顾客，
从某电影里摘录了一段卖羊肉串的
音频，用录音机循环播放。

如今，许昌人说的春秋广场夜
市，就是春秋广场的工业品市场。

“我在这里摆摊儿已有 9 年。”在
春秋广场东北角的道牙上，周慧霞的
衣服摊儿上挂满了各种 T 恤。每天
17 时，她从家里出发，到春秋广场指
定位置摆衣架、挂衣服，一直忙碌到
次日凌晨。

在春秋广场西侧摆摊儿的王艳
歌与母亲一起经营玛瑙饰品、文玩核
桃等。王艳歌说，她在市区灞陵路吴
庄小区附近开设有店面，经营古玩、
玛瑙饰品等。白天，她在店里照看生
意，晚上赶来摆摊儿。春秋广场夜市
的人流量大，因此，她十分看好“夜经
济”的发展。

7 月 9 日晚，春秋广场四周灯火
通明，商品琳琅满目，市民摩肩接踵，

宛若集市，异常热闹。
记者看到两个年轻人，一个在直

播，另一个在向路人介绍自己售卖的
茉莉冰豆浆。

“我们两个今年刚参加完高考，
成绩还不错，就想着出来锻炼锻炼。”
这个叫王振兴的年轻人告诉记者，他
和同伴都是建安区河街乡人，在抖音
上看到了这个“网红”茉莉冰豆浆，就
想着尝试经营，一方面锻炼自己，另
一方面靠自己的劳动赚点儿学费。

两人练摊儿第一天，就取得了不
错的成绩：一个小时卖完 60 袋冰豆
浆。“我们很有信心，明天继续努力。”
王振兴激动地说道。

市民马灵芝今年 56 岁，在春秋

广场摆地摊儿已经十几年了，主营臭
豆腐、爆肚和脆皮肠，远近闻名。

“不仅不少市民慕名前来消费，
而且有不少市民前来学艺。”马灵芝
说，现在的环境更好了，能吸引更多
消费者。

在 一 个 卖 首 饰 的 摊 位 前 ，“90
后”摊主小袁告诉记者：“首饰、包包，
都是爱美的女孩子喜欢的。我和姐
姐就想着搭配在一起摆摊儿。”

“具体还能做些什么没想好，如
果能把夜市的生意做好了，专门做这
个也不错。”小袁说，白天不出摊儿的
时候，她就尝试着找其他工作。

▲

有激情也有活力 ▲

这里成为不少人创业的“乐土”

▲

有温情也有未来 ▲

游古城、坐红船，新商圈儿正在形成

春秋广场上的夜市摊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