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对于老平湖人来说，老南河头是带

外地朋友必去玩一玩的地方之一。而

自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期对外开放

以来，那里不再是一处历史建筑群，现

在的她已经延伸出了一个繁华的街

区。到街区逛一逛、走一走，成了平湖

市民接待外地亲友的保留节目，这里的

“城市会客厅”功能进一步体现。一年

四季，街区里花车集市、花市、音乐节、

公益活动、戏剧节、文化展好戏连台，精

彩纷呈的活动提升了街区的人气和商

气，这里已经成为了一处文化与旅游兼

容并蓄的文旅综合体。

一条石板路、一席长桌宴、各色佳

肴已经到位，今年 1月 18日，在 2020年

的农历新年来临之际，南河头的年味早

已充盈了整个街区，新春盛宴正式启

幕。小绍兴、老平湖、又卷烧饼、老鼎

丰、三研社、米鑫米糕团等商家倾情奉

献丰盛的佳肴，祈祷一年幸福长久。落

座于长桌中，原居住在南河头的居民和

市民朋友尝一口南河头最厚重的传统

美食，品一品中国人最讲究的年味，有

了回家吃年夜饭的感觉。今年春节前

夕，街区为全市人民和游客们献上了一

道年味新风尚大餐，既有平湖老味道、

年货集市、长桌宴等浓厚年味的活动，

也有新春游园会、川剧变脸、国风汉服

秀等精彩表演，在喜迎农历新年的同

时，更赚足了人气。

由于疫情的影响，新仓镇花农大棚

里的花卉从畅销变成了滞销。了解到

这样的情况之后，南河头商管公司第一

时间联系花农，采购了 2000盆花卉，于

3月20日至22日期间，放于南河头花车

集市义卖。义卖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

的驻足，他们停下脚步，挑选自己喜爱

的花卉，在装点自己美好生活的同时，

也将爱心传递给了需要帮助的人。据

统计，这次义卖，共卖出 5609盆花、629
件商品，义卖筹得善款 8360元整，所得

善款全部用于公益。

时间步入 7月，首届啤酒龙虾音乐

节在南河头开幕，全民反诈骗宣传活动

在那里举行，民谣音乐节和少儿话剧在

南河头演绎。这一个月来街区的活动

可谓精彩纷呈，多彩活动成为“爆点”，

人气商气提升迅速。南河头首届啤酒

龙虾节更是吸引了30余万人关注，短短

5天客流突破 20万人次，营业额达 150
万元。

尝美食、看表演、逛街区……9 月

18日至20日期间，2020中国·平湖西瓜

灯文化节“寻味平湖 舌尖盛宴”传统

美食文化展在南河头街区东广场盛大

开启，无数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在古

色古香的南河头街区体验了这场热闹

非凡的灯节盛宴。活动现场，虾饼、油

墩子、开花包子、尺糕、蟹壳黄、鹅头

颈、大头菜等各色美食让人味蕾生

津。同时，我市非遗舞蹈《莲湘乐》、川

剧《变脸》、民俗舞蹈《弄堂记忆》、街

舞、走秀、情景朗诵等一批精彩表演轮

番登场，吸引了游人的目光，引来了一

阵又一阵的叫好声和掌声。“寻味平

湖 舌尖盛宴”平湖传统美食文化展用

文化积淀的品味、风土人情的趣味、美

食激荡的香味，吸引了 20万人关注，短

短 3天时间客流量突破 10万人次，街

区销售额达 120万元。在活动的带动

下，南河头街区商户营业额提升 100%，

“鸣珂雅集”花车集市营业额提升

150%。这里集聚的人气充分印证了如

今的金平湖经济、文化、旅游等事业飞

速发展，南河头街区已然是金平湖的

一张亮丽名片。

“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将积极发挥

筑巢引凤的作用，大力完善街区功能设

施，不断提高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努

力把这里打造成为传承金平湖历史文

化的鲜活样本、代表金平湖城市形象的

闪亮金名片。”市城投集团党委书记、董

事长陈慧刚说。现在的南河头历史文

化街区已经成为了市民和游客休闲、观

光、游玩的首选之地，为市民和外来宾

朋充分展现了金平湖浓郁的文化气息

和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在将来，街区

将继续促进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之间

的联动整合、互补互促，从而有效集聚

各方力量和资源，不断加快街区自身的

可持续发展。

水墨江南的诗意、古往今来的韵

律、人潮涌动的花车集市、特色各异的

舌尖美食、精品众多的文创项目……南

河头以历史的足迹，承袭现代的发展，

在日新月异的当下，开辟出了一条独具

魅力的发展之路。

为了全方位助推街区的运营，去年

4月城投集团组建成立了商管公司，明

确了“集中式商业、商务资产运营管理”

的主要工作职责，并于 6月初完成团队

组建迅速投入实质化运作。“在街区的

运营过程中，我们抓服务、重管理、强运

营，既以多样化的优质服务解决商户的

燃眉之急，更以全方位的方式提升街区

的商气人气。”商管公司经理戈敏说，通

过全心全意践行“三服务”，获得了商户

们的一致好评。

日常通过假日营销、花车集市、研

学团建等文化营销、节庆假日氛围营造

和美陈布置等场景营销，以及“线上+线
下、官方+民间、传统媒介+新媒体”的全

方位宣传，街区的业态不断丰富，人气

也得到了极大的提升。逛街区、品美

食、淘宝贝、忆历史，正在逐渐成为市民

的一种休闲方式，更是催生一种消费习

惯的养成。同时，通过建章立制、建立

商户自治组织等方式，商户经营管理和

消防安全管理得到了进一步加强，街区

实现了品质、服务和管理的全面提升。

今年上半年，街区共开展消防培训演练

3次，参与商户近百人。而且，通过商户

座谈会解决街区灯光、停车、指示标识、

美陈布置等方面问题10余个。

今年新春之际，一场新冠肺炎疫情

让街区的运营面临了前所未有的考验。

“疫情发生后，公司团队主动放弃春节假

期，通过强化工作落实、强化物资保障、

强化人员管控等措施，不断增强南河头

街区防疫力量，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戈敏说，团队人员通过主动靠前服

务，落实“专人专项”，跟踪“辅导”商户复

工审批、提供复工代办和“零距离”上门

审批，“靶向”服务破解商户复工复产各

类难题，使街区大部分商户在3月份恢复

营业，实现了南河头商户复工复产“加速

跑”。“非常感谢城投集团商管公司，服务

又及时又贴心。”胡庆余堂负责人蔡海净

说，复工之初，复工复产去哪里申报？找

谁申报？需要哪些申报材料？都是他的

心头疑问。但是仅两天时间，在商管公

司“一对一”的服务之下，他的问题就得

到了解决。而就在全面复工之前，商管

公司通过街区人员信息排摸、防疫物资

储备、日常无死角消毒以及“一人一测一

登记”制度等的落实，确保每一位游客及

员工的安全。同时，通过减免房租、水

费、电费等各项措施帮助商户渡过疫情

难关，提升经营信心。正是由于复工复

产期间心贴心的服务和防疫指导，南河

头运营管理团队也被评为平湖市第四批

“一线防疫破难先锋”团队。

为突破疫情影响下低迷的人气壁

垒，街区也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组

合拳”。在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的形

势之下，街区推出了鸣珂雅集公益活

动、清明节花市、“五一”劳动节花市、寻

味端午活动、龙虾啤酒音乐节、少儿戏

剧节等20多场精彩活动，以及南河头消

费券，通过市级媒体、集团和南河头公

众号、抖音等平台，进行防疫、品牌、营

销类宣传 100余次，充分调动了商户的

积极性和参与性，有力提升了街区的人

气，增强了商户的信心。与此同时，街

区也在业态上下足功夫，以“夜经济”激

活街区活力，通过充实“鸣珂雅集”花车

集市，带动夜间客流的增加，实现了街

区人气商气“双提升”。更重要的是，随

着疫情影响的不断变小，街区正在形成

业态进驻、龙头引领、服务优化、管理完

善的良好发展局面。

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是城市的有是城市的有

机组成部分机组成部分，，不仅展示了水墨江南的古不仅展示了水墨江南的古

之韵味之韵味，，更容纳着人们的现实生活更容纳着人们的现实生活。。在在

这里这里，，最古老最古老、、最市井的民间文化最市井的民间文化，，与最与最

时尚时尚、、最轻松的现代文明最轻松的现代文明，，交织缠绵交织缠绵、、相相

映成趣映成趣，，和谐共生为一种自然生动的生和谐共生为一种自然生动的生

活方式活方式。。

每一片朝霞，每一抹落日，在天地

的洗礼之间，小桥流水、白墙黑瓦，每一

处景致，都蕴含了故事；每一幢房屋，都

积淀了历史。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一

期，总占地面积约 40.2亩，总建筑面积

12523平方米，内含混堂弄、书院弄、鲍

家汇、汤家浜4条历史巷弄，在极大地保

留平湖传统文化、建筑艺术、民俗风情

的基础上，街区按功能分区，划分为民

宿区、零售区、休闲区、餐饮区、文化场

馆展馆区。截至目前，一期已有20家主

力店与 17家门店入驻，既有湖光里、徒

之漫、当湖书院、中国现代面塑艺术创

作展示馆等精品型文创类项目，也有小

绍兴酒家、老平湖酒家、三研社等高品

质餐饮类项目。一年来，随着街区设施

的逐步完善，日常管理的渐入佳境，吸

收历史文脉的滋养，这里的丰富业态正

焕发出蓬勃向上的生命力。

每到一处，当地的风味美食绝对是

人们认识一个地方的最直观方式之

一。在街区，游人的脚步总会不经意地

被各色餐饮美食所吸引。“我们主打本

地特色菜品，所以在蕴含老平湖历史的

南河头开店，不仅能被这里的历史风貌

和文化所浸染，让我们的菜品有了更多

的本土风味，更让我们的本地菜品和土

特产有了一个对外展示的窗口。”嘉兴

市老平湖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刘

育杰说。老平湖酒家是深受大众认可

的本地餐饮品牌，借着南河头街区既有

的景区优势，在这里，大众不仅能品尝

到凝聚着历史和文化的平湖本地特色

菜品，还能欣赏到沉浸式 3D平湖版《清

明上河图》。味蕾与眼睛的双重愉悦

感，留住了食客的胃，更留住了他们的

心。而自从开业以来，老平湖酒家也基

于本土特色进行菜品创新和更新，更引

入了金平湖十六味，迎合了大众多变的

胃口。在街区这方天地中，许多商户推

陈出新，以创新求变的眼光，引入新元

素，开拓了发展新模式，进一步丰富了

街区的业态。今年“五一”期间，湖光里

的网红小香猪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

打卡，人气迅速飙升。可爱的小香猪、

温馨的环境、近距离的互动……小香猪

的到来，不仅霸占了年轻人的朋友圈，

更成为了湖光里经营的新亮点。“之前

我们在上海做得比较成功，所以考虑引

入到平湖，在这里做一个试点，与书店、

咖啡结合做一个亲子系列项目。”湖光

里负责人姚伯璋告诉记者，通过 5个多

月的运行，为湖光里提高了近六成的营

业收入。如今，西餐、料理、烧烤、火锅、

酒吧、咖啡、小吃、糕点、蜜饯、甜品、书

局、工艺品……适合各类人群、满足各

色需求的业态品种正在不断充盈着街

区，而街区也用兼容并蓄的心态，支持

和鼓励业态的“百花争鸣”。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形势的持续稳定，南河头历史

文化街区充分发挥了“夜”的作用，通

过进一步充实“鸣珂雅集”花车集市，

点亮南河头“夜经济”，提升城市“夜”

活力。传统小吃、特色文创、匠人手

工、鲜花绿植……包罗万象的 30辆花

车丰富了街区业态，而花车上的七彩霓

虹灯与现场悠扬的歌声共同装扮着南

河头的夜晚，成为了人们的首选去处。

据统计，在“鸣珂雅集”花车集市的带动

下，街区夜间客流比日间提升约 3至 5
倍，产生的经济效益约占全天的 80%。

夜幕之下，人来人往的街区，迷人的夜

色正在绽放别样的魅力。

街区人气商气“双提升”周到服务周到服务

街区绽放万千气象润物无声润物无声

印象老街鲜活起来业态丰富业态丰富

■■记者记者 石晓晨石晓晨 通讯员通讯员 张晓慧张晓慧 李李 雯雯

南河头是我市的核心地标与城市名片，也是关于老平湖的一份历史记忆。去年9月28日，这条凝固着百年历史的平湖老街，重新揭开面纱，南河头历史文化街

区一期盛大开街。这个传承城市文脉而又独具现代活力与生机的街区，极大程度地融合了别具特色的历史文化、传统资源、人文气息，架构了一座兼容并蓄的“街

区+景区”文旅综合体。

开街至今的一年里，城投集团秉承打造长三角有知名度的水乡旅游休闲度假目的地、平湖城市会客厅和平湖人精神家园的理念，以高瞻远瞩的卓越眼光，用心

筹划、周到服务，充分发挥南河头的区位和历史优势，立足街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的魅力，不断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化享受和休闲娱

乐需求，凸显了街区强大的功能性。举办了春节活动、鸣珂雅集公益活动、消费券活动、寻味端午活动、龙虾啤酒音乐节、平湖美食文化展等集惠民与消费性于一体

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的目光，为弘扬传统文化、提升街区人气、促进地方经济、繁荣本土民俗作出了巨大贡献，真正把街区打造成为城市客厅、精神家园、

东湖之脉、繁华之地。

这一年里，广大市民和八方游客见证了她的快速成长。继往开来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正在为金平湖的城市文化发展和文旅融合的推进谱写瑞彩华章。

嘉兴日报社平湖分社地址：平湖市当湖街道三港路 1号 邮政编码：314200 电话：报刊部 85019999 85018105 报业发展部 85013072 85018340 嘉报设计印刷公司：82531555

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电话/85013072 E-mail/pinghubs@vip.163.com 编辑/马友良 版式/李春霞

平湖版平湖城投

PINGHU CHENGTOU

C4

为金平湖城市文化发展谱写瑞彩华章为金平湖城市文化发展谱写瑞彩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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