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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癸卯年八月廿三P2 聚焦南川老街火热开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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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井人烟处，灯光南川楼。南川老
街开街以来，吸引了一波又一波游客前
来“打卡”。走在古色古香的建筑群落
里，来一场穿梭时空的奇幻之旅，赏老
街新景，品一番记忆中的美食，人们都
觉得不虚此行。

“来南川老街拍照吧，超出片。”不
管是在朋友圈，还是在各个短视频平
台，游客们上传的一张张美照和视频，
从多个角度展现出南川老街之美：南川
楼前、花灯之下、湖边楼上……这里，
所见之处皆是美景。

孙露和张晓畅是一对情侣，孙露是
沧州人，张晓畅的老家在安徽。他们早

就计划好了“十一”回家见双方父母，
并为年底结婚作准备。“看到朋友圈各种
南川老街的美照，我就拉着晓畅先来了
沧州。”孙露说，他们特地根据南川老街
的不同景致准备了不同的衣服，带了三
脚架，从白天拍到了晚上。

在他们看来，这里南川楼、朗吟楼
静静矗立，一处处院落鳞次栉比，各个
街区通畅开阔，各式灯笼的颜色搭配、
造型排列都别致精巧、独具匠心；这里
东接南湖、西依运河、背靠南川古渡，
随处一走，皆是风景，就连每一家店铺
的装潢设计都独具特色。“之前家里人总
问沧州有什么好玩的地方，现在他们都

知道了南川老街。”张晓畅说，家里人看
了朋友圈里的照片后，都希望把双方家长
见面的地点定在沧州，好来这里看一看南
川老街的风景，品尝一下沧州的美食。

“傍晚，这里的街灯亮起，特别有
氛围，充满着古朴秀丽之美。”徐莉是
烟台人，她在网上刷到一些南川老街
的视频，被这里的景致吸引，就自驾
来到沧州，并在南川老街附近订了一
家酒店住下。“在南川老街的核心位置
有个南川园，这个园子是江南园林风
格，枕河而筑，将光线、建筑投影等
现代艺术融入园林，行走其中，妙趣
十足。园内，凉亭与游廊相连，假山

与溪水相间，花木错落有致，景观别
致动人。清晨可以到运河边或南湖散
散步，夜晚穿行于南川老街，古风古
韵别有一番风味。”

已是 22 时，假期回沧探亲的李婷
婷还和朋友们在南川老街边逛边聊。她
在石家庄工作，朋友们看到她发的南川
老街照片，纷纷相约来沧游玩。品美
食，坐游船，赏街景……一番游览过
后，大家对这里的景致赞不绝口，“这
次只是打个前站，下次还要带家人来
这里游玩。”虽是初次来沧，但朋友们
很快喜欢上这里，并为下次游玩作起
了准备。

南川老街“十一”开街迎客，吸引
了大量游客前来“打卡”。几位“组
团”前来游玩的老年朋友亲历亲见之
后，纷纷感叹沧州的变化之大。

“听说南川老街在国庆节开街了，
不仅给城市添了烟火气，也再现了大运
河畔不夜城的繁华美景。孩子们都在
忙，于是我们几个老街坊就一起来这里
看看。”家住新华区南环东路社区的居
民刘玉芹说，头上顶着白云蓝天，脚下
踩着青砖，古香古色的建筑，独特的园
林景致，丰富多样的小吃，真是以为来
到了江南古镇，感觉非常好。

“多年前，我骑车到过这里，那时
这里的景象和现在根本没法比。”65岁
的市民骆树芬回忆，那时候南川老街那
片还是一片居民平房，旁边的大运河里
也没有水，堤顶路上坑洼不平，现在真
是旧貌换新颜了。

骆树芬退休后一直想去南方旅游，
看看江南山水小镇，感受绿水青山。但
是由于年纪大了，还有腿疾，出不了远
门，常会感到遗憾。“但这次来到南川
老街，看到沧州越来越漂亮，看大运河
畔风景秀丽，南川老街古风雅韵，尤其
到了晚上，这里的亭台楼阁掩映在璀璨
灯光中，更是别具韵味，堪比江南古
镇。”骆树芬高兴地说，“咱沧州啥都有
了，足不出市就能欣赏美景，这对于我
们老年人来说无疑是最好的事。”

63岁的市民刘巨峰平时就很喜欢
研究历史文化，他对南川老街里大量的
沧州人文资料非常感兴趣。他说，沧州
是一座有着 1500多年建州史的城市，
南川老街还原了古代沧州风貌，能无形
中提升沧州的历史文化厚度，游玩一圈
后感受非常好，希望南川老街能继续挖
掘城市的内在文化潜力，给群众带来越
来越多的文化福利。

秋高气爽，从大运河步行到南川老
街，几位老人边走边欣赏美景，时不时
地拿出手机，定格美丽瞬间，惬意无
限。“虽然我上了年纪，但今天特意挑
选了一条亮色的裙子，专门为了来南川
老街拍照。毫不夸张地说，这里处处是
风景，都可以用来作为我们拍照的背
景。”骆树芬说。

夜幕降临，如织的游人沉
醉在南川老街五彩斑斓的灯光
里。穿行在古风古韵的南川老
街，让人自然而然地“慢”下
来。“品一下街边的特色咖啡，
赏一下葫芦烙画，尝一下特色
小吃，这就是我想要的诗和远
方。”来自外地的背包客王亚丽
边走边拍，记录下南川老街的
美景。

对于王亚丽而言，能到沧
州一游纯属巧合，好友一篇

“古风古韵南川老街盛大开
街，带你寻梦运河文化”图文
并茂的推文打动了她，让她决
定和沧州来一场秋日的约会。
南川老街给她留下的印象，不
只是仿明清风格的建筑，还有
各种潮流因素和老街碰撞形成
的新体验。仿佛穿越回童年时
光的杂货铺、各种非遗文创
店、各派茶馆……行走其中，
她将自己的所见所感分享到朋
友圈，朋友们纷纷点赞。

夜幕降临，许多游客和王
亚丽一样徜徉在灯影里，感受
南川老街的烟火与诗意，仔细
品味着老街的浪漫与风情。“丰
富的商业形态、多样的文化体

验、完善的休闲服务，真是一
个绝佳的文化旅游休闲区。”
来自孟村回族自治县的姚辉趁
着“十一”长假，专门带着一
家人来感受古风古韵的南川老
街。

“用精致文创、潮玩风物、
唯美场景、创意美学打造店
铺，增加游客的体验感。”贝儿
棒港城店铺的负责人范炳建
说，进驻南川老街后，他们邀
请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手艺，
为游客讲解船只、贝壳饰品的
制作过程，让游客可以沉浸式
体验传统文化。

“逛了这么多的老街，南
川老街真是和别的地方不一
样。在这里欣赏传统老街风貌
的同时，还能捕捉到很多新鲜
的现代元素。”市民王洋说，
他喜欢假日里去各地旅游，

“看遍众多美景，最美的还是
自家风景。”那些带着独特沧
州印记的国潮文创产品，如沧
州各县（市、区）地图做成的
拼图以及印有沧州各地名胜古
迹的扑克、口罩、帆布包等，
在王洋的眼里都是独特的存
在。

在热闹的南川老街，有一
座古朴安静的院落。这是一家
面积很大的天然有机农产品体
验馆，位于南川楼旁，前院展
厅内放置了很多平时并不常见
的食材，后院里几位客人正在
品尝这些“特殊”食材烹饪的
美食。

“这个黑蒜是经发酵制成，
口感柔软，有焦糖甜味……”
体验馆内，店主何立军耐心地
为游客介绍各类有机农产品。
除了黑蒜，这里还有湖北小黄
姜、恩施富硒小土豆、天然老
树桃胶等“稀罕物”。

何立军是湖北人，1989年
来到沧州后便一直在这里生
活，早已把沧州当作“第二故
乡”。他经营农产品已经很多年
了，还在盐山县建立了有机生
态农场。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
平越来越高，对以有机果蔬为
代表的健康、营养、绿色食品
的需求越来越大。何立军看准
了商机，于2021年在市区开了

一家有机农产品体验馆，收到
不错的效果。“这次选择在南川
老街再开一家分店，主要是看
中了这里独特的区位优势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以及这里良好
的商业氛围、整体设计及业态
分布。”何立军说，“南川老街
的客流量很大，客群更多样
化，能方便更多人认识了解我
们的产品。”

在体验馆，记者还无意中
发现了吧台设计的巧思。吧台
内部做了下跃式设计，这样一
来，工作人员虽然站立服务，
却是和坐着的顾客处于差不多
的高度，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顾客来这里体验，我希望给他
们一种休闲放松的感觉，也希
望他们能感受到我们的热情和
用心。”何立军说。

另外，何立军在朗吟楼旁
正在打造三座四合院式民宿，
以及集演艺、休闲、小酌等功
能于一体的小剧场，力图给游
客提供吃、住、玩、购全方位
体验。

湖北创业者把有机果蔬湖北创业者把有机果蔬
搬到运河畔搬到运河畔
———走进常生源天然有机农产品体验馆—走进常生源天然有机农产品体验馆
本报记者 孙 杰 本报通讯员 闫 冰

““ 这 里 处 处 是 风 景这 里 处 处 是 风 景 ””
———南川老街美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南川老街美景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游玩

本报记者 周 洋

““来南川老街拍照吧来南川老街拍照吧，，超出片超出片””
———游客眼中的南川老街之美—游客眼中的南川老街之美

本报记者 胡学敏

南川老街里有背包客的南川老街里有背包客的
““诗和远方诗和远方””
本报记者 申 萍 本报通讯员 闫 冰

一个小时，60束鲜花售罄
傍晚，南川老街人来人往，一家名

为“初心鲜花”的店铺前，有一个面积
不大的无人售卖鲜花摊，摊前也围满了
人，鲜花在灯光的照射下，又多了一份
烂漫和优雅。玫瑰花束品种很多，有卡
布奇诺、巧克力泡泡、碎冰、弗洛伊
德，还有西瓜色的小雏菊花束，让喜爱
鲜花的人心生欢喜。

鲜花摊旁不见卖家，只有一个印有收
款二维码的牌子，上面写着“无人售卖，
扫码自取”。在这里，所有鲜花都是9.9元
一束，大家可以任意挑选，自由付款。

短短一个小时的售卖，60束鲜花被
一扫而光。花店店主宋媛媛清点收款时
发现，没有一人逃单。她说：“这不仅是
一个鲜花摊，也是送出温暖、收获信任
的地方。”

2017年，宋媛媛放弃了一份稳定的
工作，为追求梦想打造了自己的初心鲜
花店。创业至今，从最初30平方米的小
店扩大到 300 余平方米。2018 年 3 月，
在经营花店的同时，宋媛媛创办了花艺
培训学校，指导学员开花店，几年下

来，已经培训了千余名学员。其间，她
还帮过残疾女孩开花店，帮过全职妈妈
做鲜花社区团购。

今年，众人期待的南川老街建成，
宋媛媛动了开分店的心思。为了更好地
守护和服务喜爱鲜花的人，她在这里又
租下了一间 200多平方米的店铺，专门
用来做花艺培训。也正是在这家店铺的
楼下，她第一次尝试无人鲜花售卖。

独特的鲜花搭配受人喜爱
中秋节连着“十一”国庆假期，南

川老街游客络绎不绝。前来买花的游客
多为年轻人，也有一部分带着孩子的小
夫妻，他们追时尚、赶潮流。

“无人售卖鲜花摊销售量可观，是因
为我们在确定重点消费人群后，在花束
搭配上做了一些小技巧。”宋媛媛说，开
花店这么多年，她总结了一系列的插花
经验，也创新了独特的搭配方法。“比如
在主花和配花的选择上，传统搭配一般
是由块到点，而我则打破了固化思维，
在结构上选择由块到线，这种反差给人
的视觉冲击力强，让人第一眼就会注意
到它。再比如颜色，南川老街的游客会

参观游玩到很晚，晚上八九点钟时，光
线很暗，这时，无人售卖鲜花摊上摆放
的花束要比白天的更艳丽，在色彩搭配
上也更要精益求精。其次，便是对审美
的要求、对时尚的追求……”

宋媛媛说，之前她在其他城市看到
过无人售卖鲜花摊，就也想尝试一下，
给顾客一个新的购物体验。起初，她对
销售业绩并没抱太大希望，但出摊几天
下来，不仅销售量很不错，更让她惊喜
和感动的是，这种模式还为很多人带来
快乐。

无人售卖鲜花摊，不仅花束很受欢
迎，还引来不少人前来打卡拍照。因为没
有销售人员，顾客在这里更加自在放松，
很多人会和自己喜爱的鲜花合影，在镜头
前笑得和花一样美丽。一天晚上，有位姑
娘在购买了一束鲜花后舍不得离开，便拜
托随行朋友帮她把每种不同的花一一拍了
照片。宋媛媛远远地看到后特别感动，顾
客在这里找到真正的快乐，让她再次想起
当初自己决心开花店的初心。

用鲜花分享温暖和爱
其实最初，宋媛媛也做好了丢花的

心理准备，可没想到从正式营业以来，
未曾丢过一束花，这是令宋媛媛最感动
的事。每晚10时，宋媛媛会给无人售卖
鲜花摊收摊，当天没有卖掉的花束，她
会直接送给路人，将温暖再次传递。

宋媛媛说，她会挑选合适的花送给
过路的老人和情侣。选择送给老人，是
想告诉他们，在人生的每个年龄段都有
享受幸福和美好的权利；送给情侣，则
是想让这枝特殊的玫瑰成全爱情。

一天晚上，有一位小伙子出现在无
人售卖鲜花摊前，当时已经很晚了，他
想为朋友挑选一束鲜花，可是正赶上宋
媛媛收摊。得知这是一位来南川老街演
出的演员，宋媛媛特意为他送上一束鲜
花，并坚持不要钱。小伙子拿着花很高
兴，当即为大家跳了一段舞蹈。周围游
客一下子围了上来，为他鼓掌、欢呼，
让深夜的南川老街再次沸腾。

宋媛媛说：“如果说鲜花带给人快
乐，那么无人售卖鲜花摊带来的更多是
温暖和爱，是信任、是感动，是人们心
中最纯粹的那份小欢喜。无人售卖鲜花
摊没有辜负我对大家的信任，也让我看
到了顾客和我之间诚信的‘双向奔赴’。”

店主不在店主不在 鲜花自取鲜花自取

南川老街的无人售卖鲜花摊南川老街的无人售卖鲜花摊南川老街的无人售卖鲜花摊：：：送出温暖收获信任送出温暖收获信任送出温暖收获信任
本报记者 邢 程

▲国庆假期，南川
老街游人如织，持续火
爆，大运河畔再现繁华
盛景。

陈雷 殷实 孔超 摄

◀如今，南川老街
已经成为新晋“打卡
地”，游人竞相拍照留
念。

陈雷 殷实 孔超 摄

简约大气的仿明清院落、鳞次栉比的沿街商铺，形成了南川老
街这一大运河畔富有沧州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休闲区。

陈雷 殷实 孔超 摄

一家家各具特色的沿街商铺，让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感受
到大运河深厚的历史底蕴和独特的文化魅力。

王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