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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南正街一角。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②：南正街庙会舞龙表演。

肖南波摄

图③：民 间 艺 人 丁 武 夫 妇 在 表 演 皮 影

戏。 本报记者 周 欢摄

图④：南正街灯火璀璨。

肖南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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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江西省萍乡市

安源区，萍水河畔的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灯

火通明，浓浓的烟火气氤氲开来。火爆的美

食摊、精彩的非遗表演、富有特色的本地文

化艺术展……街区吸引了大量市民和游客

前来光顾，人们在轻松愉快的购物休闲氛围

中感受厚重的传统文化。

始建于公元 619 年的南正街，凝聚了萍

乡悠久的历史传承和商业文化，承载了一代

代萍乡人的记忆和乡愁。近年来，南正街获

评“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江西省特

色文化街区”“江西省首批旅游休闲街区”

等，这座文化商业老街在现代城市生活中焕

发出新的光彩。

历史记忆、地方特色
和现代商业在这里有机
融合

“我们面前这段宽厚而斑驳的墙体，是

明代留存下来的古萍乡城墙遗址，对了解萍

乡的城市发展和建筑历史有重要意义……”

临近中午，游客们一边听着导游的讲解，一

边饶有兴致地在萍乡南正街历史文化街区

参观。

城墙的一侧，萍水河缓缓流淌，从东到

西，河面上依次架设着亨泰桥、萍实桥、香溪

桥等数座老石桥。穿过城门，棂星门下，肇

建于唐代的萍乡孔庙庄严肃穆。往西，在萍

水河中央的金鳌洲上，绿树成荫，掩映其间

的鳌洲书院，传承着萍乡的千年文化。

南正街拥有悠久的历史渊源和深厚的

人文底蕴。唐代初期，萍乡县治迁至今天南

正街所在地，此后千百年间，在此建孔庙、设

学堂、筑城墙、兴商业。近代以来，随着安源

煤矿产业的发展和株（洲）萍（乡）铁路的开

通，数十万产业工人在此集聚，加之便利的

交通带来大量人流，周边省市的商人看准商

机，纷纷涌入南正街置业经商，客来如云，让

南正街更加热闹。

在南正街傩文化广场尽头，一面硕大的

浮雕上，雕刻着春和生中药、曾记杂货店、杨

胡子米面等历史地标，街巷纵横，房屋错落，

人流熙攘。“小时候，最喜欢和妈妈来南正

街，街上很多摊铺，很有生活气息。”在市民

钟女士的记忆里，逛南正街是她儿时成长的

一部分。

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城市的发展，南正街

也经历过低谷期。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进一步改善城市环境、完善

街区功能，2015 年，萍乡市决定对南正街进

行整体改造。

改造坚持保护与重建相结合的原则，围

绕“乡愁”的主题，最大程度地融合历史与现

代。 2020 年 10 月，南正街重新开街。北起

迎宾路，南临鳌洲公园，西接凤凰街道，东至

丹凤巷与萍水南路交叉口，南正街形成占地

6 万余平方米的历史文化街区。一栋栋明清

赣西民居风格的仿古建筑分列在主街两旁，

古色古香，各类商铺林立，复古风格的公交

车在主街外来回穿梭，整个街区活力满满。

“我们不仅要再现南正街的‘形’，更要

留住南正街的‘魂’。把古街仿古建筑建好、

商业业态打造好固然重要，但更要注重挖掘

呈现萍乡、安源和南正街的人文历史、商业

历史、风土人情，突出本地特色，让老百姓望

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安源区委

书记李水清说。

行走在南正街，乡愁味道和历史气息扑

面而来，一物一景，无不在述说当地的历史

变迁。街边，推洋碳、补油伞、土法碾布等铜

人雕像生动地展示了安源的产煤历史和市

井生活。巷尾，精致的浮雕呈现了唱春锣、

张彩灯等当地生活场景，这些充满回忆的习

俗穿越古今、历久弥新。

“街区以萍乡历史故事情节贯穿整体，

分三大主题区：‘昭萍拾光’主题区，以孔庙

为中心，布局文旅商业态；‘萍城浮梦’主题

区，以萍乡会馆为核心，主要展示萍乡曲艺

文化；‘市井百年’主题区，打造特色美食聚

集区。”萍乡市南正街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

司总经理尹汉宜介绍，南正街将萍乡的历史

记忆、地方特色和现代商业有机融合，构建

集旅游观光、文化展示、休闲购物、美食娱乐

为一体的历史文化街区，让“老”地标蜕变成

“新”名片。

挖掘非遗、民俗等文
化资源，打造文化业态
集群

晚上 7 时许，走进南正街幻影妙趣皮影

剧场，8 张八仙桌并排摆开，戏台上，布景和

灯光已准备就绪，观众越来越多。

“七女机房织罢绢，身体虽疲乏，我心中

好喜欢……”黄梅戏《天仙配·满工》唱词响

起，演员丁武和妻子二人“躲”在戏台后，手

持小竹签，灵活地操纵着皮影人。台前，灯

光打在白色幕布上，皮影人光彩明艳，动起

来灵巧自如。

“制作精巧的皮影人、意蕴悠远的唱词、

柔美婉转的唱腔、流畅自然的表演，让皮影

戏极富表现力和感染力，真可谓‘一口道尽

千年事，双手舞动百万兵’！我以前只在电

影电视剧里看过皮影戏，今天能在现场观赏

这门古老的民间艺术，感到非常高兴。”来自

湖南的游客周先生说。

丁武和妻子表演的萍乡皮影戏是江西

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丁武是家族里这项技

艺的第六代传承人。得知南正街重新开街

后，丁武带上一套行头，果断搬了过来：“多

的时候，一天能演十来场！”说话间，又不时

有观众走进剧场。

记者走过街区发现，相比纯商业业态的

街区，南正街富有特色的文化业态，更能给

游客留下深刻印象。同时，对手艺人来说，

文化业态汇集，释放聚集效应，既能让更多

人了解代代相传的传统技艺，又能持续经营

下去。“南正街以孔庙为核心，引进了岑美术

馆、皮影戏剧场、萍乡剪纸艺术创作中心、古

玩市场等文化业态和糖画制作、花果雕刻等

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街上有文化业态 10
余种，相关店面 49 间，占南正街总经营店面

数量的 36%。后续，我们还将进一步丰富文

化业态。”尹汉宜说。

在幻影妙趣皮影剧场旁，工作人员正加

紧布置戏台、安装设备。尹汉宜告诉记者，

戏台搭建完成后，公司将邀请萍乡春锣、莲

花 落 等 国 家 级 非 遗 传 承 人 不 定 期 过 来 演

出。不远处的芸阁馆内，打

锡、烟火爆竹制作等国家级

非遗颇具地方特色，民俗分

馆的陶瓷、书画、剪纸、皮影

戏引得游客驻足细看。

一路走走逛逛，记者发

现，南正街既引得来繁荣的

商业，也安放得下浓浓的文

化 情 怀 。 在 南 正 街 临 萍 水

河的一面，一栋两层楼的清

茶 馆 被 翠 竹 环 绕 ，意 境 悠

然，清茶馆主理人童遵燕边

给茶友斟茶，边分享白茶文

化；四方美术创意中心的唐

柏林免费教市民剪纸；萍乡

市 级 非 遗 糖 画 手 工 艺 第 二

代 传 承 人 方 泉 在 街 边 支 起

糖画摊；入夜，不远处的聚

酱音乐馆热闹起来，馆主欧

阳 观 华 忙 个 不 停 …… 他 们

的入驻，给南正街增添了人

情味与文艺气息。

“悠久丰富的文化传承，是南正街的特

点，更是南正街的宝贵资源。为此，在规划、

建设、运维等过程中，除了创设众多公共文

化艺术空间外，我们将孔庙的儒学展馆、国

学讲堂和街区的非遗元素‘串珠成链’，通过

研学教育、民俗活动、文艺演出、比赛教学、

互动体验等形式，展示传统文化、民俗文化

及非遗文化，努力打造文化业态群，积极打

响文化特色招牌，实现文以载道、以文化人

的良好效果。”李水清说。

增强消费舒适度体
验感，探索新模式新场景

在南正街街区中心，一块“老萍巷莲花

血鸭”巨幅招牌格外醒目。

“莲花血鸭色美味香、鲜嫩可口，是‘十

大赣菜’之一，其烹饪技艺是江西省级非物

质文化遗产。莲花血鸭必须用本地的鸭子，

配上当地的米酒、小米辣、山茶油，才能做出

鲜辣地道的口感。”老萍巷莲花血鸭餐厅负

责人丰华介绍，在旅游旺季，店里日均接待

100 多桌，日营业额最高达 6 万元。

萍乡立足本地饮食文化特点，汇集多地

“辣味”美食资源，努力塑造“辣红文化”城市

品牌。作为萍乡特色美食业态聚集区，南正

街不仅集纳了莲花血鸭、花蝴蝶辣片等本地

辣味美食，还引进了四川火锅串串、湖南长

沙臭豆腐、安徽手抓小龙虾等各地美食。

“历史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而文化

街 区 是 城 市 历 史 文 化 传 播 发 展 的 重 要 载

体。从‘文化+’的角度培育特色商业业态，

才能更好地为商业街聚业态旺人气。我们

以做大‘辣’文化为抓手，将南正街打造为

‘ 辣 ’美 食 地 ，借‘ 辣 ’引 来 关 注 和 流 量 ，让

‘辣都萍乡’‘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更加‘出

圈’。”安源区委副书记、区长邱伟介绍，南正

街坚持传承与创新并重，有选择引入商超、

服装店、住宿等合适的商业业态，还探索“线

上+线下”“老建筑+新消费”“小市集+新空

间”“原场景+新体验”等新模式，创新业态、

优化布局，既增强游客消费的舒适度和体验

感，又提升了消费选择的丰富性和便捷性。

服装零售拥抱新技术。“欢迎新进直播

间的家人们，现在展示的这款裙子设计加入

了传统汉服元素，有一种淡淡的古典美，面

料舒适透气。”晚上 9 点左右，南正街何以慢

服装店灯火通明，主播忙着直播带货，不时

引得在店内挑选服装的顾客过来围观。

“把一家设计清新时尚、有 500 平方米大

卖场的服装店开在古色古香的历史文化街

区，很有反差感，也很吸引人。一到晚上，整

个店面光彩鲜亮，时常有来往的顾客忍不住

走进来逛一逛。”服装店老板刘建从事服装

行业 16 年，最近一直在思考如何吸引消费者

走进实体店，选择来南正街是他的一个新尝

试。“线上线下销售互相促进，今年上半年，

店里销售量达 2.5 万件，营业额超 600 万元。”

刘建笑着说。

老字号焕新颜。南正街把萍乡花果、同

乐酒楼等一批本土老字号品牌请回来。当

地市民们称赞“小时候的味道又回来了”，同

时引来大量外地游客“打卡”尝鲜。一些老

字号还与社区党委、居民群众联合互动，创

新营销场景，做大公益市集，搞活社区消费。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文旅融合迸发更

大消费活力。这些年，南正街先后举办新春

文化庙会、汉服文化艺术节、赣菜美食节、

“安源红·公益市集”等各类民俗活动、文艺

演出活动 100 余场，共接待游客 5000 万余人

次。去年，南正街游客量达 800 万人次，营业

额 达 3.8 亿 元 ，夜 间 经 济 消 费 额 占 比 62%。

今年“五一”期间，南正街游客量达到 21.3 万

人次，同比增长 56%，实现文旅综合消费收

入近 4500 万元，同比增长 38%。

太阳升起，走上萍水河堤，休闲散步的人

流往来不绝，儒林广场，谈琴舞剑书文的人群

齐聚，萍乡孔庙门前，正上演音乐太极。夜

幕降临，南正街由东到西，流光溢彩、游人如

织，沸腾的烟火气让街区显得尤为迷人。一

条老街，映射一座城市，留下斑驳记忆。南

正街是萍乡的标识，承载着历史的记忆，肩

负着当下的重托，也推动着未来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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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服务品质、丰
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
环境，以创新推动家政
服务业扩容提质

7 月 30 日召开的中共中

央政治局会议强调，“把服务

消费作为消费扩容升级的重

要抓手，支持文旅、养老、育

幼、家政等消费。”国务院日前

印发《关于促进服务消费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提出“深化家

政服务劳务对接行动，推动家

政进社区，增加家政服务供

给”“优化家政服务信用信息

平台和‘家政信用查’功能”等

具体任务，为促进家政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指导。

家政服务业是重要的民

生行业，与老百姓的生活紧

密相关，不仅是老百姓家里

的“小事”，也是关系到持续

增进民生福祉的“大事”。随

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老龄

化进程加快，我国家政服务

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已形

成万亿级市场，成为服务行

业重要业态之一。同时，我

国 家 政 行 业 从 业 人 员 超 过

3000 万人，推动家政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对促进就业、保

障民生具有重要作用。

母婴照护、老人护理、烹

饪保洁、整理收纳……当前，

随着消费市场持续发展，多

元化、个性化的家政服务需

求 不 断 涌 现 。 相 关 数 据 显

示，今年上半年，护老阿姨、

育儿嫂的需求同比增长 15%
至 20%，深度保洁需求同比

增 长 45% 。 不 仅 需 求 量 大

了，新需求也在明显增多，消

费者对于服务品类和品质提

出了更高要求。相比之下，

高质量家政服务供给不足，

优质的家政服务人员“不好

找、用不起、留不住”，成为不

少 消 费 者 关 注 的 焦 点 和 痛

点 。 推 进 家 政 服 务 提 质 扩

容，成为激发家政服务消费潜力、便利百姓生活的关键。

要针对家政服务需求日益增多的情况，下大气力增加家

政服务供给。近年来，商务部持续推进家政兴农行动，鼓励

更多农村转移就业人口从事家政服务，特别是让农村转移劳

动力可以出得来、留得住、干得好。家政劳务对接行动、生活

服务招聘季……通过这些活动，家政企业可精准推荐家政服

务岗位、提高招聘效率，提升整体家政服务供给能力。

家政服务需求更加个性化、品质化，人们对家政服务质

量期待越来越高，要有针对性地提升供给水平。商务部牵头

建立“家政信用查”平台，为消费者免费提供家政企业和家政

服务人员信用信息查询服务；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开展家政服

务员技能升级行动，为家政服务员提供免费的线上培训，提

升家政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和家政服务的质量。要在继续

提升家政服务员技能的同时，进一步健全家政服务的标准体

系，推动制定若干关于家政服务领域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

准，以更高的标准化水平引领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家政服务发展空间十分广阔。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性

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达到 45.6%，同比提高了 1.1
个百分点。人口结构变化蕴含家政服务消费发展的新动

能，科技创新也为家政服务消费带来新供给。紧跟市场新

趋势，着力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以

创新推动家政服务业扩容提质，定能在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为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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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为提升服务品质、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消费环境，切

实推进“激发消费活力”年主题活动，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全国各

地消协组织开展 3·15 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活动举办时间为

2024年 9月 10日至 15日，共计 6天。

本次活动以“秉持公益、经营者自愿、消协倡导、质量优先”为

指导原则，以“诚信好、质量好、性价比好、购物体验好、售后服务

好、投诉处理好”为特色，向消费者提供产品和服务，同时由消协

组织加强社会监督，实实在在地让消费者受益、得实惠。活动由

线上和线下两个板块结合组成。参加活动的企业在线上设立活

动专区并使用活动标识，在页面显著位置明示参加活动的商品、

品类和优惠举措等。线下活动主要在地方消协组织监督下由经

营者自主开展，可在重点商圈、特色街区、门店（柜台）等线下场所

开展推广活动。 （齐志明）

全国消协组织举办3·15金秋购物节公益活动

本报电 第四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将于今年 9 月至

11 月举办预选赛，12 月举办全国总决赛。本届竞赛由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中国就业培训指导中心

主办、北京艾德嘉纳咨询有限公司承办，威士特（天津）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独家冠名。

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副主任徐恒

玫在发布会上介绍，作为我国咖啡行业国家级赛事，自 2018 年

首届赛事举办以来，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已经成功举办 3
届，成为咖啡行业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国家级二类赛事。相

信随着更多优秀人才、优秀企业的加入，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

赛将在健全咖啡行业人才培养和评价体系、助力我国咖啡产业

的发展上发挥更大作用。 （杨 静）

第四届全国咖啡师职业技能竞赛9月起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