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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市场是一座城市保障供应的基础设施，事关老百姓的“菜篮子”，背后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按照北京市商务局在2022年7

月印发的《加快建设一刻钟便民生活圈 促进生活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若干措施》，到2025年，全市将实现“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全覆盖，尤其是

超200个菜市场将转型升级。据了解，北京菜市场的提质升级工作驶上“快车道”，“颜值”与“内涵”双提升的同时，还体现出四个关键词：兜

底、多元、文化、社交。即在提供不同层次的产品和服务、满足老百姓多元需求的同时，更暗含着一座城市对文化的传承，其中加入的社交属

性和互动空间，让熙来攘往的菜市场内有乾坤，蕴藏“烟火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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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百姓身边的菜市场内，
蔬菜水果、蛋奶粮油等常规需求的满
足已经不在话下，伴随着转型升级，
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的不断增补，像针
头线脑的缝缝补补、修鞋配钥的零零
碎碎，这些生活中须臾不可或缺的东
西，在菜市场也能“一站式”配齐。正
如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所言，要“让修
鞋、配钥匙等‘小修小补’规范有序回
归百姓生活”，正是这些兜底性服务
的存在，百姓生活才越来越便利。

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北新桥街道
的天泽祥鲜汇生活超市，经过提升改
造，从20年前最初1000余平方米的
小菜站，如今摇身变成了一个6000
余平方米的便民超市。尤其是2018
年开展升级改造后不断增补功能，各
类生活所需能在这儿“一站式”解决，
十几个店铺沿着超市入口的走道有
序分布：修鞋的、修钟表的、配钥匙
的、皮具护理的、修手机的、缝衣服

的、卖宠物用品的，应有尽有。
孔令华的裁缝铺在这里颇受欢

迎，不仅能缝缝补补、干洗衣服，还
能定做服装，服务价格就贴在店门
口，童叟无欺。“来我这儿的基本都
是周围的街坊，因为价格比较公道，
所以好多回头客。”谈话间，一位奶
奶来取裤子，孔令华已经把裤子按
奶奶的尺寸改好、叠放整齐，收了15
元。由于老人居多，他特地准备了
许多零钱。时间久了，老孔跟不少
老顾客处成了朋友，谁家要是缺个
针头线脑、纽扣布条，孔令华会毫不
吝啬地赠送。

隔壁文具店老板李影也是个爽
快人，不仅文具品类丰富，她还特地
进了许多生活中不常见的小玩意儿：
苍蝇拍、挠痒耙子、敲背器、塑料绳、
橡皮筋……“这些小东西挣不了几个
钱，很多老人没有网购习惯，这些东
西不好买，给他们备着，图个方便。”

兜底——
当“小修小补”回归百姓生活

有人说，不能浪迹山川湖海，市井
长巷就是最近的远方。一处菜市场，
囊括着四海之味、八方美食，暗藏着江
南和塞北的相遇、东方与西方的碰
撞。作为首都，以及国际交往中心的
定位，北京的菜市场在转型升级过程
中，瞄准多元化的口味需求，让人总能
精准地寻到满足味蕾的心仪之物。

中国人十分擅长用食物来缩短他
乡与故乡的距离。来自浙江的小何在
国贸的一家私企工作，在北京扎根了
整整十年。自打2019年丰台区大红
门的鑫江南便民服务中心开业以来，
一到周末，她就要专程驱车四十分钟
前来采购，在这个专卖南方菜的市场
里，她可以找到最新鲜的家乡时令蔬
菜，犒劳自己一周的忙碌，也能用味道
一解思乡情。腌雪菜、笋干、梅干菜、
咸肉、黑芝麻酥米糖、小鱼干、舟山带
鱼、猪油渣、年糕、黄酒、马兰头、茭白
……满眼都是地道的浙江味儿。小何
说，这里藏着一个“故乡”。

朝阳区的三源里菜市场则充满
了“国际范儿”，经过多次改造，这个
菜市场的环境从过去的“一言难尽”
到如今的“赏心悦目”，产品
从原先的“单一贫乏”到如
今的“百花齐放”，它
是西餐爱好者的“天

堂”，是中外美食家狂热追捧的“朝圣
地”。走进其间，100多个摊位分布
在通道两侧，红红绿绿的食物排列在
一起，好不热闹。水果档口区，有超
大号的荔枝、蓝莓、杏子、车厘子、杨
梅……各色新鲜果子有序排列，仿若
一个调色盘；调料档口区包括万象，
来自世界各国的奶酪、酱料、火腿、咖
啡、进口零食，让人挑花了眼；海鲜档
口恰似“生鲜联合国”，大到帝王蟹、
波士顿龙虾，小到银鱼、花螺，还有普
通市场上不常见的马头鱼、石九公、
大眼鱼、蓝瓜子斑，淡水的、海水的，
国内的、国外的，老饕们总能找到对
胃的；蔬菜区则多是净菜，明码标价，
收拾得整整齐齐，“强迫症”来了都要
直呼“舒适”。

多元——
融合天南和地北、东方与西方

商业往往带有文化的意味，扎
根于一个地方的菜市场更是凝结
着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变迁之下
时代的缩影。在不少菜市场，尽管
“改头换面”，可老文化都被保留了
下来。

“买好菜，找朝菜”，作为过去的
京城四大菜市场之一，对于许多年长
的北京人来说，东四北大街的朝内菜
市场是一个时代里能够采购到丰富、
新鲜、稀缺食材的场所，也是一种象
征着为节日或聚会而精心准备的愉
快心情。

2021年，在北京城市更新的大
背景下，朝内菜市场完成了华丽转
身，以全新的面貌示人：南侧和西
侧的外立面整体呈灰色，与周围的
胡同四合院风貌相呼应，纤维混凝
土复合材料加上木纤维板进行搭
配，通过组合形成了光影虚实变
化，立面上以抽象的影像呈现出北
京老城中院落交替、屋顶层叠的轮
廓印象，底层入口处采用木纤维板
和深灰色铝板形成实体的坡屋顶
形态，回应了双坡屋顶形式“老朝
菜”的场所记忆。虽然已经改制为
物美超市，但朝内菜市场的招牌依
然保留，在南侧临街专门有一排橱
窗，展示着“朝内菜市场”老招牌，
招牌旁边还有老式电视机、收音

机、电话机和手提箱，通过场景搭
建，保留了一代人的记忆。来往人
群中，总有人会被此情此景触动，
驻足凝视一番。

位于东城区景山街道大佛寺东
街25号的兆军盛菜市场可以说是远
近闻名，20多年时间里，这个菜市场
以其公道的价格、新鲜的菜品，牢牢
捕获着老街坊们的心，每日人流量高
达5000余人，其辐射范围可达方圆
三公里。

经过多次改造，这个菜市场由里
子到面子处处洋溢着浓郁的“京味
儿”。菜市场朝东的门脸在2022年
的改造中有了新的模样，入口处采用
了北京四大菜市场传统的弧形门脸，
这是对老北京菜市场文化符号的强
化表达。外墙则是青砖灰瓦，与周围
的胡同环境相映成趣。进门后，需穿
过一条10余米长的甬道，两侧的墙
壁建得颇为用心，专门采用四合院风
格的青砖铺就。菜市场售卖大厅的
天花板原来只是一层铁皮板，冬天冷
夏天热，改造后，屋面结构整体换新，
深灰色金属瓦如同传统的四合院屋
顶格局，巧妙地契合了历史街区风貌
协调的要求。因其充分引入传统文
化元素，这里成为老城内展示古都风
貌、彰显老城文化特征的菜市场，格
调鲜明。

文化——
老市场升级但时光记忆还在

小小菜市场囊括着人生百味，不
仅有三餐四季，更蕴含着一种生活方
式，在紧张的都市节奏中，让生活的
脚步慢下来，逛菜市场甚至成为许多
年轻人的休闲方式。而菜市场也在
“颜值”和“内涵”双提升的过程中，增
加社交属性与互动空间，让年轻人对
菜市场趋之若鹜，竟形成了一种“双
向奔赴”。

“秀出你的鸡肉”“平谷土鸡蛋，
给你的土味情话”“你爱的小鲜肉，
来自大红门”“有好柿会花生”“忘不
了，在这儿有四季如春里，最踏实的
快乐”……在兆军盛菜市场，商家玩
起了“谐音梗”，抬头便可见一条条
新式标语，令人忍俊不禁。寥寥几
语，既描绘出产品的某一特性，其间
传递出的生活态度，更是拉近了商
户、菜品与顾客之间的距离。菜市
场副经理孙茹说，大清早，这里是老
年人的天下，一到10点以后，尤其
是周末，远近的“小年轻们”就都出
动了。

同样，在位于朝阳区百子湾的
“百姓菜篮子”，不经意间拐进一家
菜店，也许就会遇见一句标语，让
人忍不住嘴角上扬，比如，卖粽子
的口号满是爱意：“从此，我家的冰

箱和餐桌就有了你的一席之地，你
对我粽情粽意，我对你未来可期。”
鸭脖店则直抒胸臆：“爱我你就啃
我呀。”经历2019年的提升改造，曾
经的农贸市场变为菜篮子生鲜直
营地，不仅卫生环境、内部功能都
有了质的飞跃，关键是还吸引了不
少年轻人。

对于自家店在社交网站上“火出
圈了”这件事，百姓菜篮子的“小鱼糕
冷”鱼糕店店员喜出望外：“我们都不
知道自己火了！”“小鱼糕冷”主打现
做现卖的湖北鱼糕，还有鱼骨、鱼丸、
炸鱼皮，各色美食吸引了许多馋猫前
来打卡。墙上贴着“请乱拍照”四个
大字，加上简约的红色座椅，非常适
合年轻人拍照，彰显了店主拥抱顾客
的热情。菜市场紧挨着竞园，这个文
化产业园里的不少年轻人下了班就
会来菜市场逛逛，吃份鱼糕解馋。因
其纯正的湖北味以及浓烈的社交属
性，这家鱼糕店在不少社交平台上被
美食博主热捧。

如今，北京的菜市场里，市井味
道越发浓郁，正如兆军盛菜市场内的
一句标语所言：“酸甜苦辣，才叫日
子；热气腾腾，才是人间。”

（据《北京青年报》）

社交——
菜市场体现更多年轻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