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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羊绒衫已经可以订了，有喜欢的款式可以

来店里挑挑。”9 月 2 日，杭州一家开了 30 多年的羊绒店

发出了羊绒衫开订的广告。

“小凤羊绒”开在杭州下沙综合市场三楼西区20号，

店主谢小凤告诉记者，还没到旺季，客人还不算多。店里

大概有两百多款样衣，是这个夏天刚做出来的，为的就是

给客人展示最新的款式。

谢小凤儿媳钟慧娟说，基本到了9月，来订羊绒衫的

客户会渐渐多起来，这两天，老客户来了不少。9月3日上

午，婆媳俩接待了四五组客人，订出去了十多件羊绒衫。

定制羊绒衫，都是需要等的。“最近订单不是很多，顾

客两周内肯定能收到成衣了，但到了 10 月底，就要等上

三周甚至一个月了。”钟慧娟说，现在来订羊绒衫的全是

老客，了解规律，赶在旺季来之前先把羊绒衫订了。

“小凤羊绒”在下沙开了 30 多年了，谢小凤说，只要

是从她家买的羊绒衫，出现了脱线、钩破等情况，都免费

缝补，“我们店里卖出去的羊绒衫，我都认得的。”

钱报曾多次关注的小店“香畔羊绒”店主梅香莲这两

天也收到了很多老顾客的咨询，大家都等着她开张。不

过，“香畔羊绒”还没开始营业，梅香莲说，今年店要搬

了。“想去下沙开店。”梅香莲说，今年秋天她孩子要在下

沙读高中了，她想把店开到下沙去，这样可以照顾孩子。

“我的店之前开在三墩，不少客户都是附近的，如果

开到下沙生意可能会受一点影响。”梅香莲说，老客户还

是会跟她下单，但一些客人去下沙会不方便，而且她发现

在下沙一带羊绒店不少，竞争不小。

“等，肯定是不能再等了。”梅香莲说，不能让客户们

等太久，她要开始去跑几个店面，去把店面定下来。

本报记者 谢春晖

杭州高温仍在继续
羊绒衫预订却悄悄火了

本报记者 章然

目前，闻堰老街大大小小店铺共 83 家，

出租率85%。

“二月热卤小铺”店面只有二三十平方

米，房租一年 6 万多，老板陈先生和一位员工

正在做酸菜鱼和卤肉饭，陆续有骑手过来取

餐。“比去年的生意好太多了，生意至少上涨

三成。”陈老板说。

老街逐渐回升的人气吸引着各式各样的

“格调”小店和潮流小店加入。“必三咖啡”老

板汤先生说，“这里租金不贵，成本 10 万左

右，整体压力不是很大。”周末的晚上，老街很

热闹，沿江的人流涌入加之打卡的人，让周先

生最终决定在这里开始自己的小店梦：“我感

觉经营前景还是很光明的。”

闻堰老街的运营方负责人茅烨烽介绍，

“老街现在周末的人流量每天有 3000~5000

人次，晚上 10 点以后，还会有夜骑人士光

顾。”

从去年 9 月底开始，运营团队着手招商，

按照“江鲜”特色定位，招商引进了 5 家江鲜

大店，三江渔村“一马当先”，开出 2300 平方

米的店面。同时，烧烤类、火锅类、地方菜

⋯⋯更多种类的店铺围绕夜经济方向进行布

局。靠江的一面特意招引了三家酒吧，两家

已经开业，采用日咖夜酒模式，“让游客吹着

江风，欣赏落日、轮渡，打造惬意自由的感

觉。”

今年 6 月初开始，团队陆续推出免费坐

轮船看江景、电影周、落日音乐节等活动，“这

周是三江两岸歌唱节，国庆我们打算搞一场

风情风尚类的节目。”茅烨烽说，团队也更加

注重维护与商家的关系，及时了解商家的客

流和营收情况，推出一系列助力商家的政策：

“团队和商家是共同成长的，我们互相奔赴，

老街商圈才能更有活力。”

闻堰街道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

续在夜经济夜生活上发力：“希望通过层出不

穷的新鲜活动，用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吸引他

们，扩大客流，不断提升老街的曝光率和人

气。”

悉心打造江鲜江景特色

昨天，记者再次来到闻堰老街，确实有

不少变化在发生：沿街店铺焕然一新，餐饮

大店不少。相比于去年的冷清，白天的老街

有不少店处于营业状态。

“江河里”老板徐先生花了 100 万重新

装修，相比于去年，今年的人流量让徐先生

很满意。

“从今年 5 月份开始，眼看着闻堰老街

热闹起来了，特别是周末晚上，有各式各样

的活动，上周是小丑表演，这周是音乐会。

周末晚上来逛老街的有上千人，店里晚上基

本满座的。”徐先生说，“如果目前人气能保

持，一年回本有希望。”

马上要开业的“卤意牛记”老板娘周女

士是萧山义桥人，店铺投资了大约 40 万。

她说，闻堰老街的人气在回升，政府又在推

广，对营业额很有信心，“晚上人多的时候，

旁边停车场都不够停，这里靠江风景好，周

末又有活动，慢慢做，营收应该不错的。”

曾经落寞的老街人气回升

一个城市的历史和味道，或多或少凝结在一条条老街里。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少老

街道、老巷弄走向商业化改造道路，但这条路，有的走得欢欣，有的走得落寞。

2022 年 9 月，钱江晚报曾用上文这段话开头，来形容花 1.5 亿重金打造的杭州萧

山闻堰老街。彼时，它开业还不到一年，但已经从刚开业时“人流量很大”的喧闹，走到

了“店面多已关门”的冷清。

自此，我们和不少关心老街的人一起，一直关注着它的命运。

今年9月，有不少读者陆续向我们报料称“感觉这回老街活起来了”，这条命运多舛

的老街，似乎迎来了新转机。

曾花重金打造却很快落寞，如今人气“蛮不错”

命运多舛的闻堰老街，峰回路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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