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前火热开业，要

打造网红菜场，还吸引

了不少人打卡的江寺桥

农贸市场，就这样了？

有一年吗？”

近日，有读者向本

报“记者帮”栏目报料：

杭州萧山区的网红菜场

江寺桥农贸市场，大部

分档口都用红白蓝塑料

布遮起来了，“还记得一

年前，这里热热闹闹重

新开业，当时在萧山本

地也算很轰动的。”

重新开业才一年又装修
杭州这个网红菜场怎么了
江寺桥农贸市场：转型升级中，未来会引进电商模式

杭州萧山邱女士给本报“记者帮”留

言：《钱江晚报》前段时间报道过小修小补

摊，我刚搬去萧山，想问萧山城区中心补衣

服的地方在哪里。

记者打听到王素芬姐妹的修补小摊挺

有名。

她们的小摊在萧山区市心南路和体育

路交叉口西北角附近，没有名字，只支了一

块“专业织补”的小牌子。

“穿的时候忘记解扣子了，一下撑坏

了，你看看好补吗？”5 月 15 日下午，记者

找到两姐妹的小摊时，一名女士正在摊前

寻求帮助。

王素芬的妹妹接过衣服，确认了顾客

的需求，很快就上手织补。她先在自己随

身携带的材料包中耐心比对和寻找同色、

同材质线，不理想时就在衣服的内衬边角

取线。然后，将破洞处固定在织补圈中，整

理好破洞边缘。在针线的横纵交织中，破

洞处逐渐“隐形”。

小摊的顾客大部分是已经相处了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熟客。“我大概从 20 多年前

就开始来找她补衣服了，是老熟人了。”摊

位前等待的顾客韩女士说，当时她工作的

地方离这里比较近，现在哪怕搬家了，一有

需要还是会大老远跑来找王素芬。

“我 14 岁就跟着妈妈开始学针线活，

20 多年前是在马路对面的百货店帮大家

缝补，后来到了这个弄堂里。”今年已经 64

岁的王素芬说，刚搬到这里时，通信没这么

发达，不少熟客找不到她，还是互相打听才

知道她搬了摊位。“现在不光有杭州老城区

的，还有瓜沥甚至绍兴的来找我缝补，都是

老熟人了，也是靠手艺留下来的。”说到这

里，王素芬颇有些骄傲：“我缝得又快又好，

一两千的羊绒衣服也能补好的。”

王素芬家住宁围，每天路上要骑 40

分钟的电动车来这边，虽然辛苦但她很满

足：“每个月差不多靠织补能挣个两三千，

关键是一把年纪了还被人需要，这种感觉

蛮好的。”

萧山城区中心
哪里能找人补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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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

向“记者帮”报料

5 月 15 日下午，记者来到这个位于萧山老城区江

寺路的农贸市场。菜场占地千余平方米，紧挨杭州地

铁2号线人民路站。

除了门口一家综合小卖部，一个卖菜的摊位和一

个卖肉的摊位还在营业外，其他区域已经被红白蓝的

塑料布围起来了。菜场前半区的场地里，有几名装修

人员正在忙着拆装施工，后半区则被分隔成了一间间的

小房间。

卖菜的大姐告诉记者，她在这里做蔬菜生意31年

了。这段时间菜场在装修改造，听说后半区用来做外

卖生意。

说起一年前的场景，大姐表示还历历在目：“有几

个月生意还可以的。那时候每天过来拍照的人很多，

尤其是年轻人。最多时一天能卖五六百斤的蔬菜，都

没时间吃饭。”大姐说，现在虽然装修，但她生意也还

行，“我们这里主要靠老顾客，每天早上五六点，附近老

年人会来这边买菜，所以我们剩下几家主要做早上生

意，不像大的菜场可以做一整天的生意。”

在附近一家花店老板的印象中，菜场生意一直不温

不火，菜价也相对较高。“之前改造好后，我也进去看过，

感觉没有了菜场氛围。过来拍照的人倒是不少，但是这

些年轻人可能本身也不是菜场的目标客户。现在市场

外面有很多临时店面，宛如一个小菜场。”

一名环卫工人则表示，菜场生意一直不如附近的

西门菜场。“改造好的那段时间，各种熟食店之类的开

了不少，但是生意不好马上又搬走了。那段时间感觉

人很多，拍照的拍视频的很热闹，当时大家都觉得这里

会好起来，也希望它好起来，没想到这么快就不行了。”

只剩几个摊位还开着
大部分被蓝白塑料布围了起来

事实上，江寺桥农贸市场在2022年初经历过一轮

重装改造。去年 4 月重新开业的时候，还曾轰动一

时。本报也曾于去年4月12日做过报道。

很多读者或许还记得开业时的场景——老字号的

招牌、复古花砖、老旧的电风扇和电视机、原封不动保

留的瓦楞状屋顶⋯⋯一进入市场，一股上世纪八九十

年代的市井气息迎面扑来，让人觉得，置身其中仿佛

穿越到了上世纪的老萧山，代入感十足。

“卤汇陈的好”“成忠土猪肉”“白禽王”⋯⋯菜场

还专门设计了个性化的门头和招牌，也定制了类似

“姜还是老的辣”“总有你的菜”这类个性化广告语，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球。

菜场最深处还有一个“小酒馆”，晚上 8 点以后营

业，刚好与菜场的黄金时间错开，称得上是杭州第一

个开在菜场里的小酒馆。

复古的装修风格，也获网友点赞。

这也是为什么一开始有年轻人跑去拍照打卡的原因。

但逛过之后，大家的感受也比较一致：“菜场不

大，店铺不多，如果不拍照的话，两分钟就转完了。”

还有网友提出，虽然场景复原得很逼真，但菜的

品种不多，价格也相对较高，“一个菜场还是要卖菜，

不能只是拍照打卡的地方”。

复古的装修风格曾被网友赞
也被建议“菜场还是要卖菜，不能只是拍照打卡”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市场目前在重新装修，属于正

常的项目调整转型升级：“接下来会对入驻品牌做一些

调整，除了针对周边消费群的特点引进适合的项目外，

还会着重引进电商模式。主要还是想针对年轻的顾客

群进行招商，引进年轻人喜欢的品牌，推出线上线下结

合的售卖方式。”

他也坦言，市场经营的确遇到了一些冲击，“现在

出门就有菜店水果店，还有品牌生鲜店卖包装好的净

菜，晚上还会打折，线上买菜也很火，农贸市场的生意

是越来越不好做了。”

尽管如此，在他看来，农贸市场还是有一定的存在

基础。生鲜电商平台近些年迎来爆发期，更多消费者

开始转向线上买菜。但是，市场里买菜眼见为实，熙熙

攘攘的“烟火气”正是线上所没有的。

而相对于路边小菜店而言，农贸市场有整洁的环

境。另外，从食品安全的角度说，市场会更规范，检验

检疫、生熟分开，让人更放心。

接下来，他们还是希望通过营造良好的购物环境、

实施标准化管理、调整业态布局等方式，重塑自己的

“品牌化”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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