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滋啦冒油的烤串、麻辣鲜香的小
龙虾、冰镇凉爽的啤酒……夏天到
了，汇聚各种美食的夜市又火了。夜
市里琳琅满目的美食、熙熙攘攘的人
群让夜色下的城市充满了人间“烟火
气”。但这份“烟火气”的背后，也存
在诸如食品安全、油烟噪声、交通秩
序、环境卫生等一系列的问题。如何
在守住“烟火气”的同时拥有“文明
味”？记者近日走进我市各夜市进行
了探究。

摆摊成潮流
城市“烟火气”浓郁

当清凉的晚风吹散白日的热浪，
逛夜市成为乌海人一天里的消遣时
光。烧烤、串串、臭豆腐……人们从四
面八方汇聚而来，边逛、边吃、边聊天，
放松着疲惫一天的身心。

随着夜幕降临暑气渐消，我市的
各个夜市里迎来了一天的高光时刻：
霓虹灯流光溢彩，各个摊位前美食飘
香、人头攒动。“晚上6:30以后人会渐
渐地多起来，我们一般要忙到晚上12
点或者更晚。这种忙碌的感觉很好，
能切实感受着人间‘烟火气’。”依林美
食市集一烧烤摊的摊主李先生一边翻
烤肉串，一边说道。采访中，记者发
现，有不少摊主是年轻人，他们把夜市
摆摊作为一种副业、一种潮流。

在乌达区步行街夜市，傍晚时分，
这里便热闹非凡。市民许靖说：“这个
夜市小吃种类丰富，各地特色美食基
本上都能在这里找到，价格便宜味道
足，是当下的不二之选。”

随着夜生活的全面开启，不少人
加入夜场摆摊的行列，带动与之相关
的周边产品供销两旺。记者在海勃
湾区新天地市场看到，五金土产店
内，烧烤炉、木炭等摆摊物品琳琅满
目。店主张杰表示，天气转暖后，每
天销售量可观。市场大厅内，冷冻食
品店、干货店、调料店以及肉菜生鲜
摊位前，夜市摊主选购食材络绎不

绝。店主徐玉说：“夏天是生意最好
的时候，一个夜市带火一条经济带，
我在闭店后也会到夜市寻找喜欢的
美食。”

多维监管筑防线
护航“烟火”有序升腾

蓬勃发展的夜经济持续升温，让
城市“烟火气”愈发浓郁。但与此同
时，占道经营等问题也随之而来，为
城市交通秩序、环境卫生，带来安全
隐患。

为解决这些问题，我市在管理上
不断创新。我市商务部门在做好夜市
招商引资工作的同时，对夜市消费场
景、秩序规范、亮化美化等进行指导，
要求夜市经营者强化服务，做好经营
秩序、环境卫生、食品业态、消防安全
等工作，树立“精品”意识，不断提升运
营水平。

我市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部门

不断加强流动摊点管理，督促店主收
摊前打扫环境卫生，确保路面整洁；
加大对各街路、车站站点、商城、市场
门前流动摊点的巡查频率；针对流动
摊贩占道堵塞交通问题，进行蹲守式
监管，保障城市交通正常有序。7月
9日晚 7点，海勃湾区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的执法人员进行店外经营巡
查工作，对室外烧烤摊的油烟噪声、
占道经营等问题进行劝导。“我们要
求在室外烧烤的商家必须使用含有
油烟净化器的炉子，做好油烟管控，
同时要求商家晚上10点以后就要劝
导消费者进店用餐，控制噪声。”海勃
湾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市场中队
副中队长解明辉说。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同样行动起
来，为守护市民“舌尖上的安全”筑牢
防线。近日，海勃湾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工作人员深入信达家园夜市，要求
摊主提供食材采购凭证，仔细核对肉
类的检疫合格证明、蔬菜的农残检测

报告等，确保食材来源可追溯，从源
头上把控新鲜度与安全性。同时，对
夜市摊位使用的电子秤进行突击检
查，利用标准砝码逐一校验，杜绝缺
斤短两的现象，维护消费者的公平交
易权。

创意融合发展
绘就繁华新图景

在规范管理的同时，我市也在积
极探索让夜市更好发展的路径。其
中，形式创新成为一大亮点，海勃湾
区中医医院打造的中医夜市便是生
动体现。

周五晚上，海勃湾区中医医院西
侧的小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
主题为“传承千年智慧 悦享中医夜
市”的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

“学习八段锦、体验中医特色技
术、品尝各种中药茶饮……这个夜市
可真不错！”市民张静说。

海勃湾区中医医院中医夜市设有
中医专家义诊区、中医特色疗法体验
区、中医产品展示品鉴区、中医美容减
肥区、中医健康知识宣教区等，涵盖中
医诊疗、保健、养生等方面，为市民带
来全方位的中医文化体验。

“通过中医夜市，既向市民展示中
医药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底蕴，以轻松
有趣的方式传播中医养生理念，又服
务群众，增强群众的健康意识和自我
保健能力。”海勃湾区中医医院院长侯
玥说。

当夜幕再次降临，乌海的夜市
依旧灯火辉煌，人声鼎沸。这一缕
缕升腾的“烟火气”，承载着百姓的
生活期盼与城市的经济活力；而浸
润其中的“文明味”，则彰显着城市
的文明高度与精神品格。两者相互
交融，共同勾勒出一幅充满温度与
质感的城市生活画卷，为城市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也为新时代
文明城市建设提供了鲜活而有力的
实践样本。

夏日夜市来袭

如何让城市“烟火气”点燃“文明味”？
本报记者段维娜文/图

当暮色笼罩城市，夜市里蒸腾
的烟火气、商业街璀璨的霓虹、娱
乐场所热闹的人群，构成了夜经济
鲜活的图景。夜经济的蓬勃发展，
不仅为城市注入了强劲的经济动
力，更成为展现城市魅力的重要窗
口。然而，若想让这份“夜间繁华”
行稳致远，“文明味”是不可或缺的
底色，烟火气与文明味，注定是一
场双向奔赴的城市之约。

“烟火气”是城市的生命力，而
“文明味”则是守护这份生命力的无
形盾牌。若任由烟火气野蛮生长，占
道经营妨碍交通、油污垃圾污染环
境、虚假宣传坑害消费者，看似热闹
的市井图景，实则暗藏隐患。只有以
文明规范经营秩序，用规则划定经营
边界，才能让烟火气在有序的框架内
持久绽放。就像精心修剪的盆景，既
保留自然生机，又展现独特美感。“文
明味”让“烟火气”告别“野蛮生长”，
走向“精致绽放”，成为城市发展的良
性动力。

“文明味”的落地生根，同样离不
开“烟火气”这片沃土。夜市摊点里，

商家诚信经营、热情服务，用微笑传
递文明；消费者自觉排队、爱护环境，
以行动践行文明；管理者优化设施、
柔性执法，借服务彰显文明。这些烟
火气息浓郁的场景，成为文明最好的
实践课堂。当文明不再是高高在上
的口号，而是融入市井生活的点滴，
便会如春风化雨般浸润人心，让城市
的文明底色愈发鲜亮。烟火气为文
明味提供了接地气的传播载体，让文
明可感可触、深入人心。

让“烟火气”与“文明味”和谐共
生，需要多方携手构建共治格局。政
府应做好“规划师”，科学布局夜市，
完善管理制度，平衡民生需求与城市

秩序；商家要争做“文明使者”，将诚
信经营、环保理念融入日常，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创造社会效益；市民
应当好“文明监督员”，从自身做起维
护环境，积极参与监督反馈，凝聚共
建共享的合力。

当“烟火气”与“文明味”实现
完美交融，城市便拥有了独特的灵
魂。这里既有抚慰人心的市井百
态，又有温暖明亮的文明之光，既
有蓬勃旺盛的经济活力，又有和谐
有序的社会氛围。这样的城市，不
仅能让居民拥有满满的幸福感与
归属感，更能吸引八方来客，成为
令人向往的魅力之城。

烟火气与文明味：
一场双向奔赴的城市之约

段维娜

在海勃湾区第四小学，有这样一
个身影，她以稚嫩的双手传递温暖，用
赤诚的心守护着身边的每一个人，她
叫胡紫萱，是大家心中当之无愧的“新
时代好少年”。

几年前，胡紫萱的大舅因意外车
祸高位截瘫，胸部以下失去知觉，连最
简单的翻身都成了奢望。看着病床上
日渐消沉的大舅，年仅几岁的胡紫萱
主动牵起妈妈的手，坚定地说：“妈妈，
我也能照顾大舅。”从那以后，医院的
走廊里常常出现她小小的身影，踮着
脚费力地端着水盆，认真地为大舅洗
脸；握着勺子，耐心地将饭菜吹凉后喂

进大舅嘴里。
大舅出院回到农村姥姥家，胡紫

萱也一路相随。寒冬腊月里的一天，
家人都出门办事，只留她独自照顾大
舅。她像往常一样准备生火取暖，可
狂风却不断从缝隙灌入，将火苗一次
次吹灭，浓烟弥漫整个屋子。被呛得
眼泪直流的她，顾不上擦拭，第一反应
就是把大舅转移到安全地方。面对比
门宽的病床，她急得直跺脚，突然想起
工具箱里的螺丝刀，便飞奔着取来，跪
在地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下护
床栏杆，终于成功将大舅推出充满浓
烟的房间。等风稍小，她又重新回到
厨房，一边咳嗽一边往炉子里添柴，通
红的火苗映照着她被熏黑的小脸，可
她的眼神里满是坚定。

家里有了弟弟后，胡紫萱只有夏
天能前往姥姥家陪伴大舅。她早早

开始攒零花钱，一到姥姥家，就迫不
及待地拿出为大舅买的牛肉干、奶
酪等特产。为驱散大舅的苦闷，她
每天都绘声绘色地朗读课外书，还
和弟弟一起自编自演舞蹈、变魔术，
逗得大舅哈哈大笑，往日冷清的房
间充满了欢声笑语。

家庭的考验接踵而至，弟弟因急
性肠胃炎严重脱水住院，爸爸又因急
性阑尾炎需手术治疗。妈妈在两个
医院间来回奔波，急得直掉眼泪。胡
紫萱主动揽下照顾爸爸的任务，在医
院里，她一会儿帮爸爸调整输液速
度，一会儿跑去叫护士换药，还不时
用温热的毛巾为爸爸擦拭额头的汗
水。一次，妈妈患上重感冒卧床，胡
紫萱不仅要照顾妈妈，还要给弟弟做
饭。小小的她站在凳子上，笨拙地煮
面条、蒸鸡蛋，尽管动作生疏，却努力

把每一件事做好。
在校园和邻里间，胡紫萱同样播

撒着爱的种子。同学刘晓呗家庭困
难，细心的她发现刘晓呗冬天总是冻
得脸色发白，就默默把自己的校服外
套披在她身上，还用零花钱买了个充
电暖手宝；邻居周利成学习困难，她
每天放学后都会和周利成坐在书桌
前，一道题一道题地讲解，用彩笔标
记重点，还制作了趣味学习卡片。在
她的帮助下，周利成的成绩有了显著
提升。

从照顾患病的亲人，到关爱身边
的同学邻居，胡紫萱用行动诠释着孝
老爱亲的美德。这个新时代的好少
年，以爱为光，不仅照亮了自己的成
长之路，更温暖着身边的每一个人，
让善良与美好之花绽放在生活的每
个角落。

稚嫩双手绘孝亲长卷
——记“自治区新时代好少年”胡紫萱

本报记者段维娜

在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墨香梨
园社区，一场场别开生面的京剧活动
正火热开展。“京韵北疆传承国粹”新
时代文明实践项目的推进，让京剧这
门古老艺术焕发新活力，成为连接各
族居民、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纽带。

“开展这一项目，旨在传承京剧
国粹，弘扬北疆文化，激发各族居民
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墨香
梨园社区党委书记韩肖莹介绍，通过
京剧展演、知识讲堂、兴趣班、文化体
验等多种形式，引导居民深入了解京
剧，提升艺术认知与欣赏水平，促进
京剧文化在社区传承发展。

项目组建了专业指导团队，由社
区京剧社演员、票友、戏曲院校教师
等构成，负责教学、表演和讲解，同时
计划引进专业人才提升演员技能。
社区三楼打造了京剧赏练活动场所，
配备音响、灯光、空调、桌椅等设施，
既为演员提供舒适排练空间，也成为
居民休闲好去处。

活动安排丰富多元：每月1期京
剧讲堂普及文化知识；长期开设免费
兴趣班；定期组织票友交流切磋；每
月开展“京剧演唱会”；不定期进校
园、小区、商圈送演出。

7月10日的京剧主题活动，生动
展现了项目成效。京胡悠扬，脸谱璀
璨，墨香梨园社区携手京剧社开展以

“体验、传承、创新”为核心的活动，让
京剧艺术在欢声笑语中焕发活力。

活动伊始，《红梅赞》《娄山关》等
经典唱段展演点燃现场。演员们字
正腔圆的唱腔、行云流水的动作，尽
显京剧“唱念做打”的魅力。台下的

孩子跟着节奏拍手，大人在旋律中回
味童年，掌声喝彩此起彼伏。

乐理知识讲解环节，戏曲老师用
通俗语言揭秘京剧音乐。从“西皮”

“二黄”曲调特点，到“板眼”节奏、“锣
鼓经”变化，结合音频与乐器演示，让
参与者直观感受独特结构。孩子们
好奇地触摸京胡，在弓法演示中体会
旋律里的喜怒哀乐。

“儿童京剧服饰体验”最让孩子
兴奋。绣着龙凤、缀着珠花的戏服一
亮相，孩子们便围拢过来。在老师的
帮助下，他们穿上戏服模仿“亮相”姿
势，挺胸抬头、单手按腰，认真模样惹
人怜爱。穿戏服的孩子学走台步转
圈，裙摆飞扬间似成戏中角色。“今天
观看了精彩表演，还体验了青衣角
色，让我更深刻了解京剧这门优秀传
统文化。”学生高丹妮说。

脸谱绘画环节，老师讲解红色表
忠义、白色显奸诈、黑色寓刚直等构
图知识。孩子们领取材料发挥想象，
有的画“红脸关公”，有的添创意花
纹，让传统脸谱添童趣。

活动落幕，大家满载而归：手捧
自制脸谱，手机存着穿戏服的照片，
耳畔萦绕着未唱熟的唱腔。“当孩子
穿上戏服、我们跟着旋律开口唱时，
传承就已开始。”家长张静的话道出
心声，对国粹的热爱在这些瞬间悄然
植根。

墨香梨园社区“京韵北疆传承国
粹”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正以扎实
行动和丰富活动，让京剧国粹在北疆
大地传承发展，滋养各族居民文化生
活，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贡献社
区力量。

让京剧国粹在北疆绽放光彩
本报记者段维娜文/图

本报讯 （记者毕晓敏）近日，海勃
湾区新华西街道盛世社区举办“读经典
诗词·忆草原岁月——北疆文化老年阅
读分享会”。

活动现场，68岁的张阿姨率先起
身，用浓厚乡音诵读《敕勒川》，在场老
人纷纷轻声和唱，熟悉的诗句瞬间勾起
大家对草原的共同记忆。随后，老人们
轮流分享心中的“草原诗词”，从王维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壮阔，到
本地诗人笔下“七月的草原，鲜花怒放，

百灵鸟在蓝天纵情歌唱”的细腻，现场
氛围热烈。社区工作人员还设置了北
疆文化知识小问答，涵盖草原生态保
护、民族习俗传承等内容，老人们积极
参与，现场掌声不断。

此次分享会以诗词为纽带，让老人
们感受北疆文化的厚重魅力，搭建了交
流情感、传承记忆的平台。盛世社区将
持续聚焦老年人需求，开展更多有文化
味、烟火气的活动，让老年生活更有滋
味、更有温度。

海勃湾区盛世社区举办
北疆文化老年阅读分享会

执法人员检查户外烧烤炉排烟情况。

青少年体验京剧。

暖心服务
7月10日，海勃湾区凤凰岭街道新城社区开展“零距离”便民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聚焦居民日常所需，整合多方资源，涵盖医保政策宣传、义诊、磨剪子磨刀、急
救知识普及等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收获便利与温暖。 （段维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