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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伤有味 宝藏集市3

▢ 全媒体记者 陈秋池 文/摄

本报讯 6月14日晚，“山海相
连·义心童行”勐巴娜西公益演唱
会在义乌梅湖体育馆开演。本次活
动由义乌城投集团主办，义乌市城
市投资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承办。他
们邀请了勐巴娜西乐团和德宏州
民族文化工作团倾情演出。

据悉，勐巴娜西乐团是来自
云南省的少数民族人声乐团，以
其独特的民族音乐风格和多元文
化融合而蜚声海内外。德宏州民
族文化工作团则是国内成立较早
的综合性专业艺术表演团体，以
演出地方民族歌舞为主，演员阵
容涵盖傣、景颇、阿昌、德昂、傈僳
等多个民族。

距离开场还有一个半小时，
观众袁菁便早早抵达现场。“我前
天就从广东赶来了，这已是我追
随乐团线下演出的第三个年头。”
袁菁是勐巴娜西乐团200余万粉
丝中的一员。她激动地表示，落地
后还特意参观了义乌国际商贸
城，琳琅满目的商品和各国文化
的交融让她深受触动。跟随偶像
的脚步看世界，让她深刻体会到
音乐与文化的交融之美。

随着动感音乐响起，灯光闪
烁变幻，演唱会正式拉开帷幕。观

众手挥彩色荧光棒，身体随歌声
摇摆。歌伴舞《有一个美丽的地
方》、歌曲《样样好》、舞蹈《德昂山
的春天》等极具民族风味的节目，
将观众的思绪带至千里之外的云
南。此外，演唱会中途穿插的《乌
兰巴托的夜》《梅兰梅兰我爱你》
等几首老歌新唱，又让观众重温
往昔情怀。本次演唱会共呈现22
个节目，涵盖情景歌剧、器乐联
奏、独唱等7种形式。

“‘山海相连·义心童行’勐
巴娜西公益演唱会是义乌市举
办的首届公益演唱会。令人惊喜
的是，4651张门票在开票不久便
一售而空。”义乌市城市投资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郑阮
元表示，本次活动中，特别为教
师、律师、军属等群体代表设立
了 300 个公益专座，以此向这些
城市守护者表达敬意与感谢。演
唱会所得收益将全部捐给云南
德宏州的孩子，用于改善他们的
学习和生活条件，后续相关单位
持续跟进帮扶。这场横跨千里的
民族文化盛宴，不仅让大家领略
了云南少数民族艺术团体的精
湛演出，更搭建起浙滇两地文化
交流的坚实桥梁，真正做到把关
心与资源送进去，让文化与梦想
走出来。

“山海相连·义心童行”
勐巴娜西公益演唱会在义举行

▢ 全媒体记者 华青 文/摄

端头夜市，位于江东街道端头
新村二区，是义乌的宝藏夜市之一。
和很多夜市一样，端头夜市最初是
自然形成的。2019 年，江东街道南
山社区通过问需调研，对该夜市进
行系统谋划，采取“疏堵结合、优化
配套”的理念，开展规范化管理，夜
市逐渐兴盛。

端头夜市，主打的就是美食，在
120个摊位中，90多个做的是餐饮。
来自新疆、青海、宁夏、云南、河南、
安徽、山东等地的摊主，把家乡压箱
底的美食拿了出来，吸引来自五湖
四海的食客。

第一次逛，端头夜市的好吃程
度真的超出预期。新疆烧烤在义乌
随处可见，但端头夜市里则有新疆
馕坑烤肉、新疆酸奶冰。凉皮在义
乌广受欢迎，但在端头夜市不仅有
原味凉皮，还有如同莴笋片的绿色
凉皮，搭配自制的甘肃油泼辣子，
香而不辣，十分爽口。河南胡辣汤
在义乌不少地方也能喝到，但这里
有酱香饼、葱花饼、牛肉饼、水煎
包、素凉菜作为配搭。还有嫩得像
布丁的青海老酸奶，甜中带酒香的
甜醅子，来自杂粮饼发源地的山东
杂粮饼，以及云南小锅米线、甘肃
天水麻辣烫、山东吊炉烧饼……各
种美食纪录片里出现过的地方特
色饮食，就这么水灵灵地出现在眼
前，实在是非常奇妙。

因为周边都是住宅区，人流集
聚，夜市生意十分红火。如果你是

“碳水脑袋”或者“肉食动物”，那去
端头夜市就对了。

走进夜市，打头的是一家“老
杨烧烤”。来自云南昭通的“85 后”
摊主杨朝江介绍，自己做的是云南
特色烧烤。“云南味”的烧烤什么
样？手把牛肉串上的牛肉只有小拇
指长度，却肥瘦相间，鲜香柔软。爆
浆豆腐其貌不扬，但嫩得不得了，
一口咬下去，柔软好似豆花。还有
不太常见的罗非鱼，不过巴掌长
度，但肉质鲜嫩且少刺。几分钟后，
麻辣味道汹涌而上，鼻尖冒汗才明
白“云南特色”的厉害之处，但偏偏
一口水一口串，不舍得停下来，感
觉云南烧烤在油脂香气外，多了几
分若有若无的鲜。“我们的串很多
是自己串的，辣椒也是从云
南寄过来的。”杨朝江
骄傲地说。

夏日来临，端
头夜市里就有许
多应季美食，比如
凉皮。来自甘肃
的张玲玲，于去年
3 月在端头夜市开
了一家凉皮摊。虽然
营业时间不算久，但手
艺很扎实。小小摊位上，除
了米色的原味凉皮，还有用菠菜
汁染色的绿色凉皮、充满气孔的牛
筋面、白色的凉粉，以及用栀子染色
的新疆黄面。缤纷的色彩，晶莹的质
感，让人见之生喜。

抓面、下菜、浇汁、加料……张
玲玲动作干净利索，一份凉皮很快
就呈现眼前。凉皮修长软嫩，又富
有韧性，是凉皮爱好者一口就能吃
出的好口感。调味并不浓郁，但五

味调和，非常温柔。蒜水只闻其味
不见其身，搭配脆鲜的豆芽、浓郁
的香菜以及十分香醇却辣度不高
的辣子，让人胃口大开。“我的手艺
是跟我爸妈学的，他们做这行十几
年了，以前是在甘南老家经营。”张
玲玲说，凉皮、凉粉、面条，甚至包
括辣子，都是他们手工制作的。为
此，全家每天从早上 8 点就要开始
忙碌。

经历过一轮“碳水炸弹”后，来
一口冰冰凉凉又酸爽可口的酸奶，
真的是太舒服了。端头夜市里有
一家青海老酸奶，奶香浓
郁，口感非常像布丁。
小碗酸奶5元、大碗
8 元、干噎酸奶 10
元、水果酸奶 13
元至 15 元，实惠
的价格也让人很
心动。摊主马林来
自西宁，是一位年
轻的创业者。“我们在
老家有开酸奶店，现在
来义乌，就用本地的鲜奶加
老家的菌种制作。”相比青海酸奶原
本浓稠的质感和比较原始的酸味，
马林根据义乌的口味做了一些改
良，让酸奶变得更加适口，推出后果
然很受欢迎。“很多火锅店、超市都

来我们这进货。”
端头夜市也有

自己的“网红”。
制作杂粮煎饼
的小马哥，因
为一段流利
阿拉伯语卖
煎饼的短视
频走红网络，

并被多家新闻
媒体报道。小马哥

叫马成，曾经在埃及
学过阿拉伯语，也在义乌做

了几年翻译。2020 年开始，他白天
做电商翻译，晚上在夜市卖杂粮饼，
常会用阿拉伯语和中东顾客沟通。

“生意火得很，一天大约能卖
200 来份煎饼，玉米粉、小米粉、黄
豆粉、绿豆粉、芝麻这些原料一天要
用 28 斤。你看我们的面糊里，各种
颜色都看得到，所以才叫杂粮饼。”
采访中，马成一边飞速摊煎饼，一边

说，“我就是山东沂蒙山的。在我们
老家，一般就是弄一个大饼，你回家
炒点菜，然后煎饼卷一切。但是义乌
这边没有这个习惯，所以我就制作
了大家比较喜欢的土豆丝、豆腐皮、
薄脆，一起卷进去，另外还加一些花
生碎，可以补气补血。”站在炉子旁
边，一股很香的奶味扑鼻而来，马成
解释：“这是因为里面有黄豆粉，遇
热激发出了豆奶香。”

除了小马，夜市里还有一家
“老马家胡辣汤”，生意火爆。一辆
大推车上十几种素拌凉菜整齐排

开，两位大娘忙着为顾客配
菜。一口巨大的铁锅冒

着热气，里面是浓稠
的胡辣汤。大娘们热
情地招呼着顾客，熟
练地盛上一碗。汤
中融入了面筋、木
耳、黄花菜等丰富食

材，汤汁浓郁，味道醇
厚。旁边一口大煎锅，一

张撒满芝麻、直径七十公
分的大饼正在鼓泡。隔壁就是

一张超大料理台，几位手上沾满面
粉的大娘正忙着包煎包、做煎饼。围
起来的空地上，大小不一的桌子旁
坐满了人。

“今天人不算多，平时一般都要
排队。”老板马磊来自河南周口，说
起店里的生意，脸上的笑意压都压
不下来。“一天要用掉一百斤面粉。
二十斤容量的馅料盆，一天需准备
七盆。我把家人、亲戚、朋友从老家
接过来帮忙，摊位上平时有十个人，
还常常忙不过来。”

对于自家出品的胡辣汤，马磊
十分自信：“这就是我们家乡的味
道！”胡辣汤入口先是高汤的咸鲜，
接着花椒鲜活的麻、胡椒温柔的呛。
汤里的粉条、面筋、海带丝、黄花菜
形成丰富口感，最后回味则是醋浓
烈的酸。各种滋味轮番登场，好似在
嘴里唱了一台大戏。

除了基础版，还有加了洁白嫩
滑豆腐脑、红亮亮辣油的胡辣汤升
级版。辣油香而不辣，豆腐脑的豆
香与嫩滑质地则中和了胡辣汤的
辛辣，使其变得柔和绵密，同时保
留汤底的鲜香，整个味道又再上一
个台阶。

摊位上更让人惊艳的是各种
饼。不论哪种馅，最好吃的始终是面
皮。面粉经过高温油炸之后，激发出
浓烈的麦香。外皮形成一层焦脆金
黄的壳，内里坚实又柔韧，呈现截然
不同的口感，再加上大量芝麻，越嚼
越香，余韵悠长。河南不愧是中原粮
仓，做面食真的有一手。

胡辣汤和饼这个绝配组合，就
好像一位娇艳泼辣的姑娘遇见了一
位腼腆高大的汉子。两者一动一静，
一文一武，天作之合。一碗6块钱的
胡辣汤，搭配 13 元一斤的饼，再来
一叠清爽的素凉菜，这一顿用河南
话来说，那就是“好吃得很”！

端头夜市，是很多新义乌人的
思乡处。“老马家的胡辣汤特别地
道，一天不喝就会惦记。累的时候，
一碗胡辣汤下去，整个人都神清气
爽。”来自开封的吴先生是夜市的常
客。他说，胡辣汤在河南人心中的地
位，就好像四川人对火锅的依赖、武
汉人对热干面的喜爱。它不仅是河
南餐桌上的标配，更是刻进DNA的
味觉记忆和文化符号。在外打拼的
河南人，能在一碗胡辣汤的辛辣与
醇香里，品出家的温度。

确实，走在端头夜市，会有一种
很放松的感觉。天南地北的口音和
面孔汇聚在一起，不需要很多钱，大
家就能轻松饱餐一顿。

在这里，不仅美食令人流连忘
返，摊主们的热情淳朴也给人留下
深刻印象。他们来自全国各地，怀揣
着梦想来到义乌，在这个小小的夜
市中开启自己的创业之旅。他们用
乡味扎根，以笑容和热情招待八方
来客，也在义乌这座城市的包容下
生长。“我在这里13年了，已经是老
义乌人了。老婆小孩的户口都迁到
这里来了。”杨朝江说，自己的烧烤
摊不断升级，从最开始一个小三轮
车，到两个大烧烤摊位，如今更是租
下摊位后面 100 多平方米的店面，
生意越做越好。“这么多年下来，店
里九成是老客，很多是朋友了。我就
想用新鲜的食材、实惠的价格、家乡
的味道回馈大家。”

“我感觉，来义乌是来对了。”张
玲玲说，虽然摆摊辛苦，但生意好，
生活很有奔头，每一天都充满干劲。
马林说，一年多时间，他们的酸奶制
作工坊三次扩迁，面积从十几平方
米逐步增至百余平方米。马成的杂
粮饼生意蒸蒸日上，如今翻译渐渐
成了副业，煎饼倒成了主业。虽然声
名在外，但主打的依旧是实惠。“我
们这么大一个杂粮饼，两个人都能
吃得饱饱的，只要13元。”

交谈中，店主们都会提到一个
人。那就是南山社区美食街管委会
安保队长刘广池。自端头夜市成立
后，他就一直负责管理工作。从下午
4点半夜市开始出摊到凌晨营业结
束，刘广池往往都坚守在工作岗位
上，处理各种问题。摊主们对他非常
信任：“他办事公平，我们有什么事，
都找他。”

“工作6年，夜市里八成的摊主
我都能叫出名字。”刘广池说，在这
里，大家没有地域之分，在这片土地
上一起奋斗、努力，都是一家人。也
许就是因为这样开放包容的理念，
端头夜市近年来越变越好。

暮色四合，端头夜市的灯总会
准时亮起。人群熙熙攘攘，有结伴而
行的年轻人，有带着孩子的家庭，还
有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大家穿
梭在美食间，消解一天的疲惫。新疆
的孜然、云南的辣椒、青海的酸奶、
河南的麦香与无数承载着一方水土
风情的味道，在夜空中交融，氤氲出
一方温柔烟火气。

▢ 全媒体记者 左翠玉

本报讯 6 月 13 日至 15 日，
2025年义乌市“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系列活动在市非遗馆、义乌国
际博览中心非遗市集和佛堂老街
等地相继开启。活动以“融入现代
生活 非遗正青春”为主题，串联
起沉浸式非遗项目展示互动、“指
尖非遗”手作课堂、“哆来嘻”非遗
市集等多个场景，打造了一场可
看、可玩、可尝、可沉浸体验的非
遗嘉年华，吸引广大市民和游客
纷至沓来。

“鸡毛鹅毛兑针兑糖喽……”
6 月14 日九点半，刚踏入市非遗
馆，一段地道的“鸡毛兑糖”吆喝声
清脆传来。88岁的何胜雄奶奶看
到有年轻人在体验挑货郎担，就
兴致勃勃地配上了音。最近，市民
何奶奶学了视频剪辑，还开通了
抖音账号，听说非遗馆有活动，就
赶来看看。见道情馆门口排起了
队，她就拿起手机与粉丝互动起
来，“道情是我们义乌的非遗，看
样子还是很受欢迎的，我现场录
一点给大家听听。”

在木雕体验点位，郑丽珍在
老师的指导下，拿起一个刀具像
模像样地刻了起来，“木头好硬
呀，这两个手指有点痛，难怪听说
学徒要先练手劲。”现场聆听了老
师对作品的创作立意和雕刻手法
的介绍后，她不时地点头赞叹。作
为一名传统文化爱好者，郑丽珍

特地赶来参加活动。体验完木雕
技艺后，意犹未尽的她又围坐在
点茶桌前，跟老师学习“注之以
汤、以筅击拂、点茶作画”等技艺。

“真没想到，古人喝茶这么优雅，
学到新知识了。”一旁的汤佳颖小
朋友充满好奇地说。

记者在现场看到，市非遗馆
各展区内设置了丰富多彩的展示
互动项目，不但有鸡毛换糖场景
重现、木活字印刷术互动，还有木
雕、道情、朱丹溪中医药文化、义
乌方言等 8 大沉浸式体验点位。

“非遗不再是书本上、玻璃展柜里
的‘老古董’，已变成走进生活的
可看可玩可品尝的现代体验。”市
文化馆非遗保护中心相关负责人
介绍，非遗馆还开设了“指尖非
遗”手作课堂，通过让参与者亲手
实践，切实提升非遗在大众中的
传播广度和普及深度。

另外，“彩绘家乡”少儿农民
画展上，30多幅精选作品展现了
童趣与艺术交融的视觉盛宴，吸
引不少市民驻足欣赏。在佛堂老
街，20 个亲子家庭参与“传统打
铜技艺”户外研学活动，围观匠人
现场熔铜锻打，亲手尝试简单錾
刻，零距离感受千年技艺的精妙
之处。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 C1 馆
出口，“哆来嘻”非遗市集同样热
闹。20个非遗体验互动项目与美
食摊位惊喜亮相，全方位激活非
遗传承与消费新场景。

可看可玩可体验 非遗技艺焕新彩

我市“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精彩纷呈

6月15日，在第19届中国义
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现
场，《飞步者》杯义乌第二届国际
毽球大赛正式开赛。

本届大赛吸引了全市共6支
队伍参赛，通过轮流积分赛决出
最后冠亚军球队。

全媒体记者 吕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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