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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确保”百日大行动

农贸市场，一直是牵动市民生
活和情感的场所。它的身上，聚焦
了民生、经济、商业、城市规划等多
个命题。时至今日，新鸿港农贸市
场经过 4 年多的发展，引领着三亚
的 农 贸 市 场 形 态 发 生 了 新 一 轮 变
化。

近几年，借着农贸市场升级潮，
位于吉阳区的新鸿港农贸市场率先
探索新型菜场模式。步入新鸿港农
贸市场，不仅“长”得像时尚网红店
铺，且与餐饮、咖啡馆、零售店等业
态混合，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体。

新鸿港农贸市场，已不仅仅是
买菜的地方。

游客美食第一站，从
这里开始

11 月 16 日下午 5 时许，成都游
客李珊珊在三亚的美食之旅，从新
鸿港农贸市场开始。

小 红 书 、美 团 看 推 荐 点 评 ……
来 三 亚 之 前 ，李 珊 珊 做 足 了 功 课 ，
下飞机安顿好后第二天便直奔新鸿
港农贸市场。

一家三口穿行在熙熙攘攘往来
买菜的人群中，耳畔是商家的叫卖
声。一刻钟，面包蟹、皮皮虾、鱿鱼
及青菜采买齐全，到新鸿港海鲜加
工广场的餐厅交给厨师打理，没一
会，一家人就品尝到肥美的海鲜。

“新鸿港的海鲜很新鲜，价格便
宜 ，加 工 费 也 合 理 ，我 们 在 网 上 看
到 后 来 这 里 品 尝 ，巴 适 ！”李 珊 珊
说 。 她 说 ，自 己 每 到 一 地 旅 游 ，都
会细细地逛一逛当地的菜市场，听
着小贩清亮的吆喝，人们热闹地讨
价 还 价 ，看 着 五 颜 六 色 的 蔬 菜 、新
鲜 水 嫩 的 瓜 果 、活 蹦 乱 跳 的 海 鲜 ，
心里慢慢也会变得温暖又亮堂。

正如《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
晓卿所说：“一座城市最吸引我的，
从来不是历史名胜或者商业中心，
而是菜市场。”在不少游客心中，新
鸿港农贸市场已经成为网红旅游打
卡地。

每 天 凌 晨 5 时 半 ，符 阿 叔 准 时
起床，驾着自家的微型面包车前往
新 鸿 港 农 贸 市 场 进 货 。 6 时 许 ，拉
着一车蔬菜到达解放路汽车总站的
菜市场。

符阿叔麻利地拆开装着各种蔬

菜的大包，剥掉白菜最外层的几层
叶 子 ，堆 叠 成 整 齐 的 小 山 ，还 有 山
药、大葱、青椒、四季豆、番茄、地瓜
叶……二十几年的卖菜经历，让他
对每种蔬菜该如何摆放、如何定价
烂熟于心。

“以前从老鸿港进菜，新鸿港开
张后，我就来到这里进菜。这里的
菜应该是三亚最便宜的，我才有得
钱 赚 。”符 阿 叔 一 边 摘 菜 一 边 告 诉
三亚日报记者。20 年前，夫妇俩从
路边卖菜到租了个摊位，日子也渐
渐稳定下来，进菜运菜的工具也从
最开始的自行车换成三轮车，再到
现在的小汽车。

据海南林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林惠勇介绍，新鸿港农贸市
场 蔬 菜 年 销 量 在 400—450 吨 ，80%
为岛外蔬菜，20%为本地蔬菜，销售
基本覆盖整个大三亚区域。岛外蔬
菜年销售额近 30 亿元，本地蔬菜年
销 售 额 近 5 亿 元 。 水 果 每 天 销 量
150 吨，年销售额达 15 亿元。

每 天 下 午 6 时 ，新 鸿 港 农 贸 市
场的蔬菜交易商开始进场，晚 7—8
时为高峰期；次日凌晨 3 时，水果交
易商进场，交易至清晨 6 时。农贸
市 场 专 门 聘 请 了 25 个 保 洁 员 负 责
夜间菜场的环境卫生，除了日常维
护，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进行两次
全面的清扫。

除了在环境上下功夫，改变人
们 对 传 统 农 贸 市 场“ 脏 乱 差 ”的 印
象，菜市场还设置了公平秤和物价
监督员。摊位上的菜直接从全国各
地的蔬菜基地进货，以三亚市最低
价格出售，为三亚各个菜市场保供
稳价起到了平衡市价的作用。

在 海南林达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铭泉看来：“城市发展到现在，传
统菜场必须提质升级才能适应消费
者新的需求，食品安全、环境卫生、管
理升级，做好这三点必不可少。”

打造菜场综合体，为
居民提供“一站式”服务

打造菜场和购物中心为一体的
“一站式”综合体，并非林铭泉心血
来潮。

新 鸿 港 农 贸 市 场 周 围 高 楼 林
立，周边 7 公里内有绿地、万科等 30
多个住宅小区，人口约 20 万。作为

该 区 域 内 唯 一 的 商 业 综 合 体 ，从
“油盐酱醋茶”到“衣食住行购”，十
几 项 配 套 功 能 ，如 何 为 居 民 提 供

“一站式”服务，成为林铭泉努力的
目标。

2015 年，新鸿港农贸市场开业；
2019 年 11 月 5 日，义乌小商品城正
式开张，林达奥特莱斯正式营业。

林铭泉说，农贸市场主营果蔬
海鲜批发及零售，义乌小商品城共
有 20 大类 60 多万种各类小商品，林
达 奥 特 莱 斯 主 营 中 高 端 品 牌 及 百
货，美食街为游客及周边市民提供
优质便捷的餐 饮 服 务 。 新 鸿 港 农
贸市场集便民服务（新型菜场、便
民 餐 饮 、生 活 零 售 等）、生 活 服 务
（文 化 、体 育 、教 育）、社 交 活 动 等
为 一 体 ，政 府 保 障 、公 益 服 务 和 商
业 服 务 相 叠 加 。 主 体 看 起 来 是 菜
场，但又不仅仅是菜场。

林 铭 泉 介 绍 ，菜场采用公司化
管理、线下与线上相结合。在新鸿
港 农 贸 市 场 ，市 民 除 了 买 菜 ，还 可
以吃到快捷的中西式快餐，品味琼
粤 等 特 色 美 食 ，集 成 健 身 馆 、鲜 花
店、便民药店等，实现了市民消费理
念与新型社区商业模式相融合。

在三亚市民的印象中，曾经的
老 鸿 港 菜 场 面 积 大 ，历 史 悠 久 ，人
气旺盛。在新鸿港市场各种吆喝买
卖 ，各 种 故 事 与 人 生 ，在 这 里 徐 徐
展开，构成一幅幅市井生活图景。

新鸿港农贸市场是一种尝试。
它 既 保 留 老 菜 场 的 烟 火 气 、人 情
味 ，又 想 成 为 城 市 地 标 和 文 化 场
所，升级为城市新街区的载体。与
其说它是“菜场”，不如说已经升级
为社区“一站式”便民综合体。

“网红”菜场，未来的
新领域

来自上海的“候鸟”杨阿姨，已
经习惯每次先把孙子送到新鸿港农
贸市场内三亚市最大的儿童乐园里
玩 耍 ，然 后 再 到 菜 场 购 买 食 材 ，或
取一本书翻阅，或在咖啡吧点一杯
咖啡小憩。

简而言之，这里的“菜场”和“休
闲中心”合二为一。人们对传统菜
场的留恋——邻里交往、邂逅闲聊，
这些充满生活场景和情感记忆的一
面被充分挖掘，甚至更加延展。另
一方面，新鸿港农贸市场配套的各
类消费中心本身就集成了丰富多元
的 社 区 活 动 ，居 民 们 在 此 相 聚 ，同
时“顺路”买菜。

“原本日常生活中，我们和邻居
交 流 很 少 。”杨 阿 姨 说 ，她 未 曾 料
到 ，一 家 菜 场 的 诞 生 ，竟 然 不 只 解
决了买菜问题。

林铭泉表示，未来新鸿港将摒
弃沿街为市的粗放型形态，也不同
于传统意义上的小区周边菜场+零
散 商 铺 模 式 ，而 是 立 足 于“ 服 务 大
社区”进行功能定位。

具体来说，就是根据三亚打造
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目标，根据游
客及周边人口的日常生活需求，做
精 生 鲜 品 零 售 业 态 ，涵 盖 社 区 药
店 、缝 纫 修 补 、餐 饮 服 务 等 民 生 项
目 ，重 点 突 出 社 区 邻 里 中 心 概 念 ，
营造消费场景和文化氛围。项目按
照标准菜市场的细则要求，利用沿
街 展 示 面 可 视 性 、可 达 性 强 的 优
势，提升市场竞争力。

目前，在国内其他城市也出现
了“网红”菜场：杭州 550 平方米的
农贸市场，充满设计感，号称“买菜
比逛街更时髦”；北京微风市集，吸
引 热 爱 美 食 、钟 情 菜 场 的 生 活 家
们，也是年轻人营造有趣活动的场
所 ；中 国 台 湾 一 家 果 蔬 批 发 市 场 ，
设 计 成 波 浪 起 伏 的 退 台 式 屋 顶 花
园，建筑景观宏伟。

这些地方林铭泉都去考察过，
一 场 充 满 无 限 可 塑 性 的“ 网 红 ”菜
场改造浪潮正悄然开始。

只要充满故事与邂逅的场景不
变 ，菜 场 无 论 什 么 形 态 ，无 论 如 何
跨界，永远会有生命力。在三亚这
座国内唯一的热带滨海旅游城市，
新鸿港的建设者们正倾注心力关注
和打造“网红”菜场新领域。

一饭一蔬，生活百味，菜场已到
重新定义时。

新鸿港：
重新定义农贸市场

本报记者 李劲松

推进精神文明创建 倡导城市文明新风

◀游客在新鸿港农贸市场海鲜美食店品
尝美味海鲜。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报讯（记者 洪光越）11 月 16
日 12 时 50 分许，三亚交警吉阳大队
路管员巡逻至海螺路路段时，发现一
位神情焦虑的老人在人行斑马线上
徘徊。由于车流量很大，为确保老人
安全，交警路管员立即将老人带回岗
亭。

经询问，老人 名 叫 黄 某 芬（女 ，
76 岁），独自外出散步，由于年迈记
不清回家的路，也不记得家人电话，
才 迷 路 至 此 ，但 依 稀 记 得 家 住 在 商

品街一巷附近。交警路管员立即驾
驶警用摩托车载着老人来到商品街
一 巷 ，让 老 人 实 地 确 认 其 住 址 。 几
经 周 折 ，老 人 仍 无 法 找 到 自 家 的 住
址。交警路管员只好把老人送回派
出所，做好登记手续后才返回岗位继
续执勤。

当天 14 时 30 分许，派出所通知
交警路管员，老人黄某芬的家人已经
把老人接回了家，老人及其家人对交
警路管员表示感谢。

老人独自散步迷路
三亚交警热心帮助

三亚交警路管员拉载老人寻找回家的路。 本报记者 洪光越 摄

本报讯（记者 卢智子）近日，共
青团吉阳区委积极组织志愿者们穿
上“ 蓝 马 甲 ”，走 上 街 区 ，开 展 宣 传
文 明 交 通 、文 明 旅 游 等 志 愿 服 务 活
动，发动市民游客加入创文队伍，为
创 建 文 明 城 市 贡 献 自 己 的 一 份 力
量。

共 青 团 吉 阳 区 委 在 丰 兴 隆 公
园、红树林生态公园、白鹭公园开设
志 愿 服 务 点 ，通 过 帮 助 市 民 游 客 解
决包扎伤口、提供饮用水、维修简单
生 活 工 具 等 临 时 性 困 难 ，践 行 志 愿
服务精神。

志愿者们在 14 个村（社区）的大
道 、背 街 小 巷 等 重 要 交 通 路 口 ，牵

起 交 通 绳 、交 通 指 挥 旗 ，协 助 交 警
维持交通秩序；在村（社区）开展卫
生 环 保 活 动 ，为 居 民 发 放 文 明 宣 传
资 料 ；在 旅 游 景 区 ，劝 导 市 民 游 客
不 践 踏 草 地 ，文 明 旅 游 ；在 农 贸 市
场 ，向 群 众 发 放 环 保 购 物 袋 ，宣 传
环 境 保 护 …… 通 过 多 种 形 式 ，在辖
区内开展有特色、有意义的“创文”
宣传。

共青团吉阳区委相关负责人表
示 ，通 过 设 立 志 愿 服 务 点 、发 放 创
文 宣 传 折 页 及 社 会 志 愿 服 务 等 方
式 ，进 一 步 营 造 浓 厚 的“ 创 文 ”氛
围 ，为 三 亚 创 建 全国文明城市作出
吉阳贡献。

多形式助力“创文”
吉阳志愿者在行动

志愿者在协助交警引导交通。见习记者 陈聪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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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的热带水果“网红”打卡地，到林达奥特

莱斯、义乌小商品城相继开业，新鸿港农贸市场已

从最初的菜场发展成为餐饮、咖啡馆、零售店等业

态混合的“一站式”综合服务体——

▲外国游客购买新鲜水果。本报记者 袁永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