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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运营至今的采荷二区农贸市场，决

定在这个夏天开始改造提升，60 天后回归。未来的两个月他们将暂

时搬迁至凯旋路70号，距离采荷农贸市场1.3公里左右。

老顾客们惊觉，平时最喜欢吃的胖子熏鱼、光头卤鸭、福阳佬牛肉

以后要去哪儿买？

昨天是农贸市场改造前营业的最后一天，商户们正在陆续

搬迁，一辆辆小推车上堆满了商户们的家当。

一位大妈正在问南门门口修皮具的师傅：“小皮匠，你要搬

到哪里去啊?”

“我这里东西这么多搬过去也不方便，就在附近摆摆摊好了，两个

月也很快。”小皮匠刘师傅来自安徽，在农贸市场摆摊子已经 20 多年

了，附近居民的皮具、拉链等坏了都得找他修。一位老顾客也调侃道：

“他都从小皮匠干成了老皮匠咯。”

再往市场里走，胖子熏鱼的大招牌醒目地出现在眼前。没错，就

是那个传说中很好吃的网红酥鱼店。一块砧板，老板用来现杀新鲜的

草鱼；一个大锅，老板用来现炸鱼片；一盆调料，胖子熏鱼的美味凝结

于此。这次改造，给他们放了一个特殊的“暑假”。“这两个月我们就不

搬去凯旋路了，东西太多不方便。”老板笑呵呵地说，过去 20 多年，他

们休息的时间加起来也没有两个月。不论春夏秋冬，这个小店面就是

他们每天呆的时间最长的地方。与油锅相伴，与鱼相陪。

一位从新华路赶过来的阿姨说，她是专程来给媳妇买酥鱼吃的，

平时一周来一趟。“老板，来四十块钱的酥鱼。”即便要搬迁了，也没有

阻挡熟客们过来购买的热情。老板熟练地将鱼下锅，热油锅中响起了

“嗞嗞嗞”的声音。

不仅是熏鱼店，隔壁的牛肉店也排起了小长队。“今天是最后一天，

人还少点，平时人都要排到那头去嘞！”李师傅眯起了眼睛，很是骄傲。

他在这卖卤牛肉也20多年了，从一开始的默默无闻到现在已经积累了

众多忠实客户。张女士就是其中之一。“我从怀孕的时候就来这买牛肉

了，现在我儿子都二十多岁了，他是吃着这家牛肉长大的。”

为了让大家一直能吃到牛肉，李师傅特地开通了线上购买的方

式。“3公里以内都帮忙免费送的，3到10公里的话，运费会贵一些，但

是只要大家下单我们都能送到。”李师傅的小女儿解释道，这个线上售

卖的形式也是她想出来的。“我爸爸 1992 年在这卖牛肉的时候，我还

没出生呢。”一到周末休息日，她就会来店里帮忙。

开业 20 多年的采荷农贸市场在周边居民中创下了良好的口碑，

但市场整体经营环境已逐渐落后周边环境发展的需求，所以这次街道

决定好好改造一番。改造提升后的新市场设计更合理、功能更齐全、

环境更舒适、模式更智慧。施工期间五安路 10 号市场内部将全封闭

改造。改造期间，二区农贸市场整体临时搬迁至凯旋路70号（原茶都

名园停车场位置）。

本报记者 朱燕 见习记者 周琪

通讯员 王艺瑶 文/摄

采荷农贸市场要改造，工期60天

胖子酥鱼、福阳佬牛肉上哪儿买

一走进杭州德胜新村小区，就感受到浓浓的生活气息。随着居民楼建成而栽下的树木，已经长得老高，有居民拉上一根绳子，晾起了衣服。

从大门进去大概 100 米，有一家“大关光明”冷饮批发部，大概由于是周末的上午，只有零零散散的顾客。主人家躺椅上歇息，电风扇呼呼

地吹。倒是门口的电动摇摇椅，小朋友上去之后再也不想下来。满满的儿时记忆。

偶遇简单的棒冰，不曾想遇见了一个慢杭州。

冷饮夫妻开店12年，上门的顾客大多是老街坊

夏日弄堂里的老冰棍
是有滋有味的慢杭州
本报记者 黄伟芬 文/摄

物美价廉的棒冰
是小区街坊的最爱

经营这家冷饮批发部的是汪瑞银和朱如琼夫妇，他们是

安徽人。

三口大冰柜，里面摆着上百种雪糕冰淇淋。有简

简单单一张纸包起来的赤豆、绿豆棒冰，有光明冰

砖、三色杯、绿色心情、冰工厂、麻酱、血糯米等产品，钟

薛高、椰子灰珍珠奶茶、囍茶、大白兔、奶白兔等网红产品

也占据了一席之地。

这家店从 2008 年开到现在，小区的居民，也从

顾客变成了街坊。

朱如琼说，刚开始的时候真的很难，“我

老公大年初一就拿着地图，骑着自行车熟

悉附近的路。”晚上，他们还要死记硬背各

个厂家的产品和价钱，很多次，晚上背着背着

就累得睡着了。如今，店里有了近两百种产品。

除了棒冰雪糕，也兼卖一些烟酒日用品等，店

里还代收快递。顾客不多的时候，店员汪大姐把一个

个快递的信息录入。她说，平时中午和晚上的生意要

好一些。

大多数上了年纪的居民，把赤豆红豆棒冰整箱地

往家里搬。小朋友们的选择就随性了很多，挑一些颜值高

的。要是家长带着来，一般是补货，林林总总能装满一筐。

汪大姐娴熟地按计算器，装袋，对于这些老顾客，还能享

受折扣优惠。像光明牌的盐水棒冰卖1块钱，产了20年左右的小

金砖 9 个装 20 元一盒，白雪冰砖 4 元钱一盒，赤豆绿豆棒冰 2 元一

支，一盒40支64元，三色杯冰淇淋3元一个。

大多数人提着满满一大袋，算下来百来块钱，“超市很多都是家

庭装，这里可以自己挑选，价钱还便宜一些。”结账中的居民说，“很

快就吃光了。”

近一些的，直接提着塑料袋走，远一点的会拿上保温袋。

零售从早7点到晚上近11点，批发的话，8点就能收工。

近50℃的温差
裹着6床棉被的棒冰出发了

穿过小小的一扇柜门，后面是工作区。有个微电脑冷冻控制

箱，上面显示的温度，随着一平方米小门的开开合合，在零下 18 到

零下20摄氏度之间来回跳动徘徊。

30多平方米的冷冻室里，一进去就是一股浓浓的奶香味。

满满当当的货柜上，是老板汪瑞银穿着大棉袄在理货，什么产

品放在哪个位置，他都门儿清。

“冷吗？”

“干起来就暖和了，有时候还会热。”一团团白雾随着汪瑞银的

说话声升腾而起。

核对单子、从冷冻室取货，汪瑞银和朱如琼家的产品就会运往

附近的小商铺。

刚刚从零下20摄氏度取出来的雪糕，被埋进6层棉被，盖上防

水布、遮阳布，出发了。

“五六月份的时候，冰淇淋什么的卖得比较好，现在反而是清爽

一点的赤豆、绿豆棒冰销量上来了。”朱如琼说，除了从一开始卖到

现在一直都有的固定产品，比如老棒冰、赤豆绿豆棒冰、冰砖等，这

两年网红产品也卖得很好，“好像也就前两年，应该是从椰子灰开始

的，去年还有蛋黄雪糕，都是卖得比较好的。”

今年大白兔雪糕和钟薛高等的出现，也吸引了不少人，不过朱

如琼说，“虽然大家对品质有要求，不过今年情况特殊，销售量还是

有些下降的。”

老式棒冰

老顾客们喜欢的加工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