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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150平米，杭州一家简陋小菜场走红》后续

本报讯 夏日的傍晚凉风习习，杭州钱塘

新区之江东路 1 号大街口附近的江堤，却被

一队队爱好歌唱的人士占满，江堤变成“全民

K 歌地带”。“歌手”们装备齐全，音响、话筒、

自拍杆、小灯箱等，如火如荼的现场音浪一阵

强过一阵（钱江晚报昨天有详细报道）。

对于这些歌者，好多人五味杂陈。有人

觉得拎着大音响在公共场合 K 歌太吵，也有

人觉得可以接受，“国外也有很多街头唱歌

的，只要控制好音量，没啥地方不可以唱的。”

有一些读者直接向我们报料，在杭城的

凤起立交桥下、西湖文化广场、西湖边，也有

“同款K歌地带”。

K歌、广场舞
夜幕下的杭城广场很是热闹

昨天傍晚，钱江晚报记者探访了位于西

湖文化广场和凤起立交桥下的两处主城区里

的“K歌地带”。

傍晚 6 点半不到，凤起立交桥下已经有

一位“歌手”在人行道边驻足放声。面对着熙

熙攘攘的电动车流和人流，“歌手”面带笑容，

一展歌喉，尽管歌声并不动听，也没有太多观

众，但她依旧信心十足。

“歌手”李大姐说：“唱歌是我最大的爱

好，平时家里也唱，出门来唱就是为了结识歌

友。”她自掏腰包购置了一套音响，几乎每天

晚上都会准时出现在凤起立交桥下，以歌会

友。

同样，夜幕下的西湖文化广场也能听到

来自四面八方的音乐声。不过这里的音乐多

为广场舞的伴奏。

“运河边偶尔会有一些小年轻弹弹吉他，

我们还是更喜欢广场舞。”一名广场舞领舞陈

阿姨说，在西湖文化广场有四五支广场舞队，

偶尔也能看到忘情歌唱的飙歌一族。“来往的

路人大多会停下脚步欣赏我们，我觉得这就

是对我们的认可，让我们感觉很幸福。”

无论是在凤起立交桥下唱歌，还是在广

场上跳舞，这早已成为了大家丰富夜生活中

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了。

是图个热闹，还是真的吵闹
心里应该有个界限

那么，在广场上、江边或是公园里飙歌、

跳舞，到底是合理的热闹还是吵闹呢？大家

又是怎么看的？

“歌手”李大姐说，以前她常常在凤起立

交桥附近的公园里唱，后来有散步的市民告

诉她太吵了，她就搬到了凤起立交桥下。

“公园是大家散步的地方，应该让它清净一

点，但是像立交桥下和广场上热闹一点才

好。”

广场舞领舞陈阿姨跟着音乐节奏跳着，

脸上冒着汗。“这就是她们的快乐。”一旁观舞

的小年轻说，是图个热闹，还是真的吵闹，心

里应该有个界限。

“一个城市里有动有静，才相得益彰。让

喜欢清幽的人有散步的去处，让喜欢热闹的

人有释放激情的地方，这才完美。”一位在运

河边散步的市民这样说。

本报记者 谢春晖 章然 文/摄

钱塘江江堤边的“K歌地带”
主城区立交桥下、广场上都有

刀茅巷农贸市场：
新鲜从产地运来的猪肉肥而不腻

很多网友也来推荐了各自喜欢的菜场，这些菜场大多实

惠亲民，充满人间烟火气，有点小美好。

沈阿姨是浙大退休的老师，她分享了一套自己的买菜经。

昨天傍晚，记者见到沈阿姨的时候，她正在华家池大院楼下

浇花。她笑着告诉钱报记者，离她家最近的是华家池菜场，一定

要赶早去淘菜，早上五六点钟的时候，有两个外地菜农卖的菜，既

新鲜又便宜。不过，她最喜欢光顾的还是刀茅巷农贸市场，因为

那里的菜很便宜，离她家也不远，周边很多浙大老师也都会去买。

沈阿姨说，刀茅巷农贸市场里有家猪肉店稍微贵点，但蛮

有特色。“店里销售的猪肉，每天都是新鲜从产地运过来，肉质

肥而不腻，精而不柴。我经常包馄饨，就到那儿买肉，冬天的

时候还有灌香肠和腌酱肉，蛮香的。”

和沈阿姨聊天的时候，钱报记者还碰到一位金阿姨。她

买菜也很有一套，她说凤起立交桥下面有个菜场，菜价很便

宜，她就经常走去买菜当锻炼了。

住在滨江的施阿姨也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马大嫂。她给我们

报料说，坐公交115路到祠堂前下车，这里有个菜场，里面的菜新

鲜，价格实惠。她就经常和姐妹们坐公交，像郊游一样过去买菜。

钱塘新区群建村菜场：
蔬菜是农民自家地里种的

家住钱塘新区的读者王先生告诉我们：“我家附近也有个

蛮亲民的菜场，人气蛮旺呢。”

钱报记者按图索骥，找到了王先生推荐的钱塘新区河庄

街道群建村临时农产品自产自销点。

“这里每天早上和傍晚营业，里面都是村里的居民在自家

菜地里种出来的农产品，不仅新鲜，价格也很亲民。夏天有黄

瓜、西红柿、玉米，秋天有秋葵、红薯⋯⋯蔬菜水果种类相当丰

富。”对于家门口的菜场，王先生如数家珍。

“家里还有些菜地，一家人吃不完，就拿出来卖，绝对无公

害，价格实惠！”正在卖菜的沈大伯说。

卖菜的菜农说，以前大家在村口的马路边摆摊卖菜，每天

清晨和傍晚就围满了人，马路堵得水泄不通，菜叶垃圾满地

飞。前两年，村里统一改造管理，开辟了一个村民自产自销

点，解决了菜农们卖菜难的问题。

“我们这里蔬菜新鲜，价格比农贸市场便宜很多，很受欢迎

的，有的顾客特意结伴从江对岸赶来买菜呢。”菜农李大伯说。

本报记者 方力 谢春晖

不到 150 平方米，杭州萧山一家简陋小菜场意外走红。昨天，本报报道

了这个接地气的小菜场后，很多读者和网友来跟我们互动。

有的读者说，喜欢这样的菜场，有老底子的味道。有的说，价格实实在在，

老百姓有口碑，那是真的好。

还有读者通过钱江晚报客户端“浙江24小时”上新开的“帮帮团”栏目，询

问这家小菜场的具体位置，“真好啊，如果我们家附近也有一家就好了”。还有

读者问，还能再推荐一些这样的菜场吗？

其实，我们身边就藏了很多好逛的菜场。

浙大华家池的老师最喜欢逛什么菜场？
欢迎分享你家附近的好菜场
浙大华家池的老师最喜欢逛什么菜场？
欢迎分享你家附近的好菜场

《钱塘江边飙歌，你怎么看》后续

凤起天桥下的歌者。

西湖文化广场上的跳舞人群。

群建村农产品自产自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