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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的夜特别的夜

古镇游一直是国内旅游的热门业
态，如今，“白天看景，晚上走人”的传统
古镇半日游早已无法满足游客需求。当
夜幕低垂，如何把游客留下来呢？

位于桐乡的乌镇景区，早在乌镇旅
游保护开发之初就开始做足夜文章，用
超前的理念打造小镇不夜天。通过打造

“泛光工程”，推出夜游、夜吃、夜宿等一
系列夜间经济生态，成功打造水乡特色
夜间文旅。乌镇景区还上榜今年文化和
旅游部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名单。

“客流”怎样转变为“客留”？日前，
我们来到乌镇景区一探究竟。

乘船听戏
品味江南柔情

入夜，乌镇的泛景灯光亮起，将西栅
景区勾勒得愈发生动，古镇逐渐热闹起
来。在众多的夜游项目中，乘摇橹船沿
河赏两岸夜景是乌镇夜游的亮点。

我们从游客中心往里走，穿过一段
步行栈道，来到安渡坊码头，恰巧碰到来
自广东惠州的游客陈希带着母亲和两个
小孩要乘船夜游，于是我们就拼了一条
摇橹船出发了。

“来，两边保持重量平衡，坐稳喽！”

在船工沈月明的指挥下，我们登船落座，
摇晃的船稳当下来，带着我们奔向景区
深处。

晚风习习，陈希忍不住拿出手机开
始拍照，“太漂亮了，这是我头一回来乌
镇，就是冲着夜景来的，果然不虚此行！”

说话间，隐隐约约传来阵阵唱戏的
声音。顺着声音找去，原来是水上集市
的戏台上正在表演越剧。

“以前这里是我们乌镇人赶早市的
地方，大家从四面八方摇着船赶来，把新
鲜的蔬菜拿到这里来交易，吃着早茶听
着曲子，可热闹了！”沈月明放慢了摇橹
的速度，娓娓道来古镇的往事。

水上戏台临水而建，前面是开阔的
水域，四周的栈道上聚拢了前来听戏的
游客。咿咿呀呀的越剧让人陶醉，由于
水面开阔，建筑层次丰富，在璀璨灯火
的 映 照 下 ，颇 有《千 与 千 寻》的 梦 幻
效果。

“这不就是课本里鲁迅先生《社戏》
里描绘的场景吗？”眼前热闹的景象让我
们满心欢喜。陈希忍不住在社交平台发
了一条短视频作品，“那一份划着船去看
戏的快乐，估计也只有在乌镇能找到
了。”

听“社戏”是乌镇夜游的特色体验方
式。景区工作人员介绍，《社戏》重点描

绘了浙江农村水上社戏的场景，如今，水
上集市的古戏台上，每晚依旧有越剧、花
鼓戏等本地剧种表演，让人仿佛梦回鲁
迅笔下的那个年代。

“前面的夜景更美！”意犹未尽中，沈
月明握住橹板在水中摇动，带着我们沿
着长长的西市河往前走。

夜色渐浓，西市河两旁被灯光点亮，
沿河民宿的暖色灯光倒映在水中；茶馆
里，三三两两的游客围着一张四方桌喝茶
闲聊；老建筑上，各种冷暖色调的点、块、
线状灯光相互辉映，让我们感受到久违的
安宁，不由想起网友打卡后给景区的留
言：“当灯光与两岸古朴的建筑交映，一天
的疲惫都被这迷蒙的夜景治愈。”

“发展夜游经济，首要的就是让古镇
‘亮起来’。”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泛光工
程”是在“乌镇夜游”的基础上打造“夜古
镇”，环保节能的 LED 光源将古镇勾画
得晶莹剔透。每逢春节，景区还会办“乌
镇水灯会”，从隆冬到元宵节，整个景区
灯光水影、如梦如幻，游人如织。

品尝美食
聆听历史故事

穿过一个个石拱桥，一小时后小船
靠岸了。

“如意桥码头到了！”听着老沈的指
挥，我们从船上走下来。这里是西市河
的最西侧，远处立着乌镇最高的建筑白
莲塔，塔身被灯光照耀得通体剔透，美不
胜收。一旁，几对情侣正以白莲塔为背
景拍照，有游客感慨说：“看到白莲塔像
蜡烛一样被灯光点亮，发现这便是自己
梦里那个桨声灯影的水乡。”

接着我们来到热闹的西栅大街，美
食香味扑鼻而来，我们的肚子不由咕噜
咕噜叫起来。我们走进一家书生羊肉面
馆，店面不大，但风格独特，有点古装剧
里街边酒肆的模样。我们点了乌镇独有
的“羊肉烧酒”套餐。很快，红烧湖羊肉
和湖羊面就端上桌了，边上还有一瓶温
过的乌酒。

“一冬吃羊肉,赛过几斤参。”乌镇是
湖羊的重要产地，每到秋冬季，乌镇人几
乎每天都要吃上一碗湖羊面。看着色泽
红亮的湖羊肉，我们都忍不住夹起一块
放到嘴里，肥而不腻，酥而不烂。“羊肉
配烧酒，才是乌镇人的逍遥生活呢。”见
我们吃得欢，景区工作人员极力推荐我
们尝尝乌酒。酒的颜色黑得乌紫泛亮，
端起杯子，气味却芳香馥郁。

“这是用什么酿造的？是不是只乌
镇有？”我们好奇地问。“乌酒以本地黑糯
米为原料，采用民间传统酿制工艺，而且
这酒是为纪念乌将军而酿造的。”景区工
作人员介绍，1000 多年前，唐朝爆发安
史之乱，百姓民不聊生，当时的乌镇守将
乌赞将军为了守护百姓战死沙场。乌将
军爱喝民间杜酿之酒，但为了平乱与守
镇，滴酒未沾。百姓闻知而感念，于是纷
纷抬出黑釉的酿酒缸，捧出黑釉的藏酒
坛，将色泽乌紫晶莹的杜酿酒，在上智潭
边洒酒成河⋯⋯

“没想到，乌酒背后还有这么一段动
人的故事。”听着这段往事，我们纷纷端
起酒杯，一杯老酒下肚，醇厚甘爽，酒香
从口腔一直透到心肺，我们的水乡记忆，
又添了一股魂牵梦萦的酒味。

离开书生羊肉面馆，我们踩着青石
板，拐进了一条弄堂，这里一直延伸到昭
明书舍。烟火气不断升腾。“老板娘，给我
们来几样拿手菜，爆炒鸡、炒河虾⋯⋯”西
栅老街上70幢民宿里，房东徐娟鸣在厨
房里忙活着，仅有的两张临河桌子，坐满
了吃夜宵的游客。徐阿姨说，最忙的时
候，一晚上要接待几十桌客人。

味蕾得到满足后，我们继续欣赏夜
景。踩着青石板，很快来到迁善桥，站在
桥上眺望，乌镇的夜景尽收眼底。

文旅融合
让人一见倾心

“汉服租赁快速体验，199 元/单人
起。”我们来到转角处的“当年照相馆”，
里面灯光明亮，挤满了体验汉服的游客。

21 岁的陈琴是一名汉服爱好者，这
是她第二次来乌镇，特意花几百元租了
汉服，和男友共同体验江南才子佳人的
剧本。不久前得知乌镇景区有了“红线
弄穿越集市”，她就慕名赶来，“穿上汉服
通过侍卫把守的入口，进入不知今夕何
夕的朝代，然后可以制作香囊、花灯等，
让人流连忘返。”陈琴说。

烟火气中，古镇独到的文化味引人
入胜。走在西栅古街上，两侧张贴着醒
目的第九届乌镇戏剧节的广告。今年的
乌镇戏剧节，将在 11 月底 12 月初举行，
汇聚特邀剧目、青年竞演、古镇嘉年华、
小镇对话等内容，共邀来自全国的近千
名艺术工作者来此表演。

“在戏剧节的那些天里，乌镇景区内
9 个剧场，每晚都有国内外戏剧表演。
就算不进剧场，游客也可在乌镇水榭边
和街头巷尾‘偶遇’几十个街头表演嘉年
华。”景区工作人员介绍，每年这个时候
虽不是旅游旺季，但戏剧节期间的景区
客流量均高于景区全年日均客流量，还
带动游客夜宿乌镇。

越夜越有活力。我们沿着木栈道向
前走，看到光影四射的乌镇大剧院和木
心美术馆。我们注意到，乌镇景区外同

样精彩纷呈，不少闲置厂房被打造成文
创、科创展馆，比如由乌镇啤酒厂改造而
来的乌镇·有戏 FUN，在今年互联网大
会期间就吸引很多人打卡。

夜深了，我们选择在西栅景区一墙
之隔的乌村住下来。它紧依京杭大运河
而立，全村围绕江南村落特点打造。走
进村子里，米仓、磨坊、竹屋、桃园、渔家
等 7 个主题民宿错落有致，房子都是在
乌村原始房屋的基础上装修而成的，一
楼还有小院子，种着各种蔬菜。

夜宿乌村，抬头能
看到闪烁的星星，闭上
眼睛倾听，耳畔传来远
处游人的喁喁私语。
此情此景，正应了那
句，“乌镇似水流年，让
人一见倾心。”

在乌镇感受升腾的烟火气——

水乡夜游，寻找乘船看戏的快乐
本报记者 宋彬彬 王志杰 市委报道组 徐振华 共享联盟·桐乡 刘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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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灯初上，走进位于嵊州市三江街
道的嵊州美食街，沿街的商户已经开始
忙碌起来，备菜、吆喝，随着街上的顾客
越来越多，美食街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
的时光。

从今年元旦开始试运营至今，嵊州
美食街已成为当地的网红打卡地。这里
有络绎不绝的食客、来去匆匆的外卖骑
手，还有选购土特产的游客、和音乐喷泉

“共舞”的孩童，共同交织成一幅充满活
力的夜景图。这条美食街还是嵊州市
统筹 58 个经济薄弱村抱团造血的“消
薄”项目，游客在畅享美食的同时也为
当地共同富裕贡献了一分力量。

近日，我们走进嵊州美食街，跟
着本土“网红”的足迹，体验这里独特
的“色香味”。

色：美食聚人气
特色小吃争艳

“羊毛君带你 100 元吃遍美食街！”
“家人们，今天带你们去一个好吃又好玩
的地方——嵊州美食街！”⋯⋯打开抖
音，我们发现许多嵊州本土“网红”都到
过这里寻访美食，而他们提到最多的，便
是“嵊州小吃大师馆”。

“这可是我们美食街的金字招牌，
走，带你们去打卡。”美食街管理发展有
限公司总经理姚金鑫听我们问起这家
店，马上热情地带路。

进入装修古朴雅致的大师馆，正逢
晚饭时间，店内座无虚席，好不容易在角
落拼得一张方桌坐下，我们迫不及待地
扫码点餐，在姚金鑫的推荐下，先下单了
一份鸡蛋麦镬。很快，冒着热气的美食
就端上桌来。

“又香又脆，真好吃！”我们趁热抓起
金黄焦脆的麦镬品尝，顿时香溢满口。

“这是馆里最受欢迎的‘明星’小吃，每天
都有客人专程赶来，只为一品大师手
艺。”姚金鑫自豪地介绍，馆里每天都有
非遗传承大师“坐镇”，而这道麦镬是源
自嵊州市黄泽镇前良村的特色小吃，是
前良麦镬第四代传承人王锦做的。

转头我们看到王锦正在“阳光厨房”

里忙碌，她取一团面糊在煎盘上均匀铺
开，淋上蛋液，撒一撮葱花，待火候成熟，
取切装盘，手法熟练。“平均一天要做
200多份。”王锦说，如今，她还在不断更
新菜单，奶油味麦镬、黑松露味麦镬、肉
松味麦镬⋯⋯新颖多样的口味，吸引了
更多网红来打卡。

各色小吃陆续上桌，“躺”在蒸笼上
的小笼包，一口一个扎实多汁；铺上肉丝
和大蒜的炒年糕，鲜香不腻；搭配小炒和
清汤的金黄色镬焦饭，淋上酱油，香脆的
米饭顿时咸鲜可口⋯⋯我们挨个品尝，
一饱口福。据了解，嵊州作为“中国小吃
文化名城”，百余款特色小吃闻名遐迩，
目前，嵊州小吃行业有 3 万余家门店遍
布全国各地，年产值约110亿元，成为当
地重要的富民产业。而这家老师傅云集
的大师馆，则成为美食街招徕食客的一
块金字招牌。

美食街的魅力，不止于嵊州小吃。
走出大师馆，十余家餐饮店和数十

家美食档口灯火通明，火锅和烧烤应有
尽有，还有高端海鲜，满足食客的不同需

求。穿行街上，两侧商家忙着招呼，食锅
里的热油腾起炊烟，将夜晚的凉意一扫
而空。在街边，我们还看到了白里透红
的糖葫芦、五颜六色的鲜榨果汁，各式各
样的美食，吸引着四面八方的食客。

“晚上生意比较红火，周末人气更
旺。”姚金鑫说，目前，美食街每日平均营
收有30多万元，日人流量多的时候有近
4000人次。

香：百家菜飘香
乡村抱团奔富

走在街上，我们被一股咖啡的醇厚
香气吸引，来到了一处装修精致的咖啡
吧前。“谢谢你们，为乡村振兴事业助
力。”窗口的工作人员一边递过来两杯咖
啡，一边道谢。

看着一头雾水的我们，工作人员笑
着解释说，原来，我们在这家店买了两杯
咖啡，便有 2 元被捐入专门设置的共富
基金，用于嵊州当地的乡村振兴事业。

“店里还有来自嵊州乡村的优质好

货，进来逛逛吧。”在工作人员的邀请下，
我们走进店内，眼前豁然开朗，贵门乡玠
溪村的腌肉、下王镇梅坑村的油焖笋、崇
仁镇溪滩村的榨面、长乐镇南山湖村的
冷水茭白⋯⋯货架上的土特产满满当
当，我们仿佛已经闻到了这些时鲜烹饪
上桌后的浓郁鲜香。

“酒香也怕巷子深，我们帮着一起
‘吆喝’，为农户打开销路。”工作人员说，
他们对这些产品包装进行了优化升级，
并通过网络超市订购、直播带货等形式，
给这些“百家菜”增添人气，同时，还吸纳
了十余家公益商户加入，为基金添砖
加瓦。

在这里，我们遇到了三江街道党委
委员徐铭。“我是这里的老主顾了，来，教
你们下单。”跟着她的指导，我们加入了

“惠民团购群”，给住在嵊州城区的长辈
订了两份水果。“可新鲜了，还会定时定
点配送，买家可以到就近的提货点便捷
自取。”徐铭说，这些蔬果都是村里现场
采摘的，品质优良。

在选购的同时，徐铭向我们“科普”

起这条街的成长史。原来，在美食街美
食飘香的背后，还是嵊州市统筹58个经
济薄弱村抱团造血、携手奔富的一次积
极尝试。2018年，在嵊州市和绍兴越城
区等地结对帮扶企业的帮助下，美食街
正式开张。

“美食街生意火爆，我特别高兴！”电
话那头的石璜镇白雁坑村党总支书记斯
伯荣语气中难掩兴奋。他给我们算了一
笔账：当初，白雁坑村发动乡贤和村民，
筹集资金入股美食街项目，按照约定，村
里每年能得到 5 万元的回报，之后还会
定期增值，如果美食街实际收益超过约
定数额，村里还能获得分红。斯伯荣说，
这笔资金将用于村道维护、绿化养护、亮
化提升等方面，接下来，村里还将进一步
引入乡贤资金，发展高端民宿、文化旅游
等项目。

味：食文化有内涵
美味跳出舌尖

“除了美食，这里还有我们嵊州的特

色文艺表演——越剧。”打开一位本土
“网红”的推荐视频，我们发现，嵊州美食
街上除了美食，还融入了越剧等文化元
素。跟着视频的指引，我们很快找到了
一处挂满小红灯笼的“迷你”舞台，几位
戏迷正在台上唱越剧，吸引了不少路人
围观。

“果然‘又好吃又好玩’。”手上捏着
热腾腾的炸串，耳边是婉转动听的越
剧，嘈杂声此时却好像与音乐和谐共
处，眼前多彩的霓虹灯在夜幕下闪动，
我们感受到味觉、听觉和视觉的多重享
受。“这里是开放的全民舞台，平时有
不少戏迷在这里唱戏交流，我们也会
请专业演员来表演越剧节目。”嵊州美
食街管理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钱爱
妮尔正在边上拍视频，她说，在这里，

美味跳出“舌尖”，让美食街更具别样
风味。

为了让美食街的“食文化”更有内
涵，美食街上引入了文化娱乐、休闲健
身等多种业态，还设有时光杂货铺、嵊
州小吃博物馆、嵊州小吃研发体验中心
等“网红”展示空间，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食客还可以邂逅嵊州的民俗风情。

“接下来，我们还将进一步拓展美食街
的业态，融入更多时尚元素。”钱爱妮
尔说。

夜色渐深，徐铭将我们送至美食街
出口，此时仍有络绎不绝的顾客进入美
食街。“美食街位于嵊州新昌‘双城中
心’，和嵊州国际会展中心、嵊新高铁站
相邻，交通非常便利，可以无缝对接上
海、杭州、宁波等城市的客源。”徐铭说，
接下来，他们将继续做好服务和支持工
作，助力美食街打响“越夜·悦生活”夜消
费系列品牌，更好地满足食客的高品质
夜间消费需求。

统筹58个经济薄弱村，打造嵊州美食街——

你来吃，就是为乡村振兴助力
本报记者 阮 帅 共享联盟·嵊州 胡 吉 通讯员 张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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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下的美食档口灯火通明，火锅和烧烤应有尽有。 嵊州美食街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供图 美食街上人流如织。 共享联盟·嵊州 邹志鑫 摄

西市河夜景。 乌镇景区供图

乌镇镇区的夜间集市，打卡市民络绎不绝。 共享联盟·桐乡 刘子一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