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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杭州西湖区三墩镇有一条老街——庙前街，那慢生活的市井烟火气，在网友们眼里很是迷人。

小时新闻曾报道过老街上一群生活着的小店，有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到今天的老照相馆，也有

古朴的老式理发店、老底子的弹棉花店、90 后姑娘开的咖啡馆⋯⋯这些小店，连同那细窄的街巷，

低矮的民房，仿佛在诉说着一段老杭州人的日常故事。

小时新闻记者从庙前街社区了解到，这里的店铺租金相对低廉，积累了许多老客，这两年受疫

情影响相对较小，“它们大多都开了很多年，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就像日子一样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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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正式开启。这段时

间，钱江晚报小时小店店主孟凯有点忙。“像

高考这么重要的考试，考生们都会早早做好

准备。”孟凯说。

受此影响，他的两家文具店，晨光文具

（拱宸店）和晨光文具（景和店），正在经历着

一波销售“小高峰”。“店里的生意主要集中在

刚刚过去的端午小长假和之前的一个周末，

来的很多是高三学生，也有家长过来帮着买

的。”

店里卖得最好的都有啥？

涂卡笔、考试笔、三角板、量角器、圆规，考

试透明笔袋，都是热销的产品，还有很多人会选

择购买套装。

“我们店里的套装也有不少种类，但百分之

八九十的顾客，都会选择一款叫作‘孔庙祈福’

的套装，”孟凯说，“里面涵盖了考试需要的文具

用品，包装上写着‘考试认准这个福’。”很多考

生和家长觉得这是个好彩头，价格也不贵，20

多元一套，所以卖得特别火。

孟凯和一些开文具店的老板组建了一个微

信群，大家会在群里分享一些店里的趣事，还有

顾客的最新需求。

前两天，有个店主在群里说：有位家长来

问，是否有卖印有“金榜题名”等字样的内裤，想

让孩子穿着上考场。

这位店主听到后，赶紧去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还真有在卖。“老板在群里感叹，万万没有

想到，内裤有一天也会变成考试用品。”孟凯笑

着说。

玩笑归玩笑，从事多年文具经营的孟凯有

几句话想送给大家，提醒大家在选购文具的时

候要注意。

“尽量选择有品牌的文具产品，质量相对有

保证，另外，不管在实体店还是在网上，都要选

择正规的销售渠道。”孟凯告诉记者，很多学校

的老师也会提醒学生，购买考试文具用品的时

候，要做好备份，“尽量多准备一份，万一考场上

使用出了问题，有备无患。”

等到高考结束，中考的时间也快到了。中

考考生又将无缝对接，成为店里的购买主力。

最后，希望所有参加中考、高考的孩子都能

收获一个令人满意的成绩。

本报记者 詹程开

考试季来到
这种文具套装卖火了
考生怎么选购文具
看看小时小店直播点这些建议

本报记者 方力 通讯员 陈萤

最近，庙前街社区推出了《庙前街社区游览

手绘图》，以手绘形式展示庙前街风貌。

参与制图的社区工作人员小陈，是土生土

长的三墩人，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很熟悉。

小陈说，走在三墩老街，会不经意间看到一

座座古桥。这些别致的古桥，很有文化底蕴。

古有“陈家桥上看三墩”的诗句，说的便是老百

姓在桥上谈天说地、品味生活的场景。白墙黑

瓦、庭院深深。在三墩老街，还有一些值得打卡

的百年老宅，虽历经沧桑，却依旧蔚然：

三墩镇气势最盛、规模最大的私宅朱泰和

古宅；门额刻字“天官赐福”，富贵之气尚存的蒋

百万古宅；从绸庄到人民银行，再到古龙文化俱

乐部的陈家桥钱光大古宅；因紧邻一所“当铺”

而得名的当弄⋯⋯

“这张手绘地图包括了老三墩集镇的大部

分场所，拿着地图走上一圈儿，感觉小时候的记

忆又回来了。”小陈说，在三墩老照相馆和三墩

咖啡馆，以及庙前社区，都放了这版手绘地图。

来打卡的年轻人很多，大家都被老底子气

息所吸引，小陈说，绘制这个游览图，也想表达

更多文化的东西，让大家打卡网红店的同时，可

以看看古建筑，对三墩的历史有一定了解。

小陈细心地在手绘图上标出了许多旧址，

配的插图也十分生动。“这里曾经是三墩最繁华

的地方，其他地方拆的拆新建的新建，变了模

样，只有这里依然保存着记忆里的模样，希望这

张图把这些时光留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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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墩咖啡

“三墩咖啡”店是老街上的网红担当，店主

是两个年轻的90后姑娘。

咖啡馆是由理发店改建而来的，保留了理

发店的原貌——破旧的墙面、14 寸黑白电视

机、从三墩农村淘来的老式理发椅搭上一块红

双喜毛巾。用网友的话说，怀旧复古100分！

店里的营业时间一般下午开门，傍晚打烊。

“是网红店，最火的时候一定会慢慢过去，

我们想细水长流地经营。”店主金珂雪说，“去年

开店到现在，我们经历过很火爆的日子，也遭遇

过寒冷的冬天，生意惨淡。现在周末的人气还

不错，主要看天气。”

她告诉记者，疫情之下，因为租金成本比较

小，小店已经开始盈利。两个姑娘想好了，老街

很老了，但人情味浓。只要老街不拆，就把小店

好好经营下去。

●三墩老照相馆

走进店门，仿佛穿越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它就是三墩老照相馆，在陈家桥南街 9 号。

1960 年，照相馆开门迎客，至今已有 60 多年。

现任老板阿虎师傅，喜欢征得顾客同意后把好

看的照片冲洗出来贴在墙上装饰，久而久之，照

相馆墙上贴满了照片，有的地方甚至已经贴了

两层或三层。“每周慕名而来打卡拍照的顾客络

绎不绝，有位网友甚至自驾 400 多公里就为过

来拍个照，还有明星来探过店。”

●蒋氏糕团店

照相馆不远处，蒋氏糕团店小小的店面安

安静静地开着。土生土长的三墩人过生日要吃

寿糕，寿糕也叫拓饼，是用糯米粉做的，一般都

是做成一对，一个青色的，一个白色的，老话说

起来就是“一青一白，年纪一百”。

蒋师傅家的糕饼全是手工制作，粉是自家专

门买机器磨的，染色的青是地里采的苎麻腌制

的，豆沙也是自己用红豆熬制的，保留着老底子

的工序和手艺。蒋师傅说：“有人出国想带点特

色礼品，也会到我们这里定做。还有个租在附近

的西安小伙子，特意带着饼和团子回去过春节。”

老街上 那些有味道的网红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