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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巷子“烟火”升腾 老街区焕新“出圈”
□记者 李瑞才

������小巷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载体，从一条条老街
小巷，能窥见一座城市的历史。它们各具特色、各
有故事。 小巷大隐于市，不言不语、不争不躁，充
满“烟火气”，记录着“向上的年代”；老街承载着
千家万户，古朴安静，彰显出一座城市的文明与
品位，展露出一座城市的底蕴和气质。

每一条老街小巷都延承了原始城市肌理与

风貌，记录着百姓生活的点点滴滴。 老街小巷充
满了生活味儿， 让居民群众感受到温馨与安逸，
修缮更新后加入的新元素，又为老街小巷“烟火
气”带来了新消费、新活力。老味道与新潮流的融
合，吸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老街小巷感受新生
活。 它们的华丽转身，为周口的文旅发展注入新
活力、带来好前景。

������老街小巷，流淌文化血脉；市井阡陌，升腾人间烟火。最近，电视剧《小巷人家》热播，一方小院见证两代人的烟火岁月。同样，在三川交汇
的周家口，一条条老街小巷纵横交错，一头连着岁月，串起儿时的记忆，一头连着未来，照亮百姓的幸福生活。

近年来，随着老城区城市更新项目的强力推进，随着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创建工作的深入开展，很多曾经沉寂的老街小巷渐渐“苏醒”，成
为城市的新风景，为城市发展注入新活力。 近日，记者走进老周口人记忆中的乡愁古韵，寻找老街小巷永驻留存的繁华印记，用另一种方式
认识新周口人嘴里的文明精彩、满城浪漫……

������春节临近， 位于周口市川汇区荷花路街道中州
社区的网红打卡地———荷花渡商业街区又开始热闹

起来……
荷花街是周口市中心城区一条南北老街， 因南

端是原荷花市场，所以名为荷花街。 这条老街可以说
是一头连接市井烟火，一头通向磨盘山、大渡口，中
间记录一段岁月故事， 承载着周家口的古韵历史与
文化积淀。

漫步在荷花渡商业街区， 南入口西侧灰雕新式
建筑上的“闹市轮蹄”等“周口八景”，一下便勾起了
人们对老城、老街的美好回忆。 荷花渡商业街区着眼
于“城市更新”，全方位植入具有周口特色的漕运文
化酒吧民俗街、怀旧国潮风青年街区、老厂房产业园
等文化元素，同时引入具有周口特色的各类小吃，引
进剧本杀、密室逃脱等新业态，既保留了历史的厚重
感，又增加了新鲜的时尚感，既传承了城市文脉，又
释放出发展和消费新潜力， 成为我市一张新的文旅
名片。

������提到周口的小巷，自然少不了国槐街。 国槐街一
头通向沙颍河堤，一头连着周口市区的人民路。虽历
经 40 多年的风风雨雨，但街道两边的国槐树依然枝
繁叶茂。

12 月 18 日上午，记者漫步在国槐街街头，看到
两侧是古色古香的门头，青砖黛瓦，飞檐翘角，与仿
古造型的建筑交相辉映。 街道东侧，精心打造的“民
俗微景观”引人注目。道路两侧摆设着高低柜、酒柜、
老式洗漱架，还有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生产的电冰箱、
洗衣机、电视机、缝纫机等老旧物件。 这些老物件唤
醒了不少老周口人的青春记忆， 让人回想起了自己
曾经的奋斗足迹。

“街头座椅上，三三两两的市民闲坐在亭子内谈
笑风生，尽享城市慢生活；连廊亭台下，三五个老街
坊拉着家常， 喜欢下象棋的老人说着说着就支起桌
子，开启了新一轮大战……”曾在这里居住了几十年
的张大爷说，时代在变，街道在变，但情怀不会变。这
里的居民可能每年都在不断变化，但这条老街的“味
儿”没变，早市、夜市，旧门楼还保留着昔日的面貌，
这里依然弥漫着儿时的“烟火气”。

������每一片街区、每一条小巷都有属于自己的故
事，承载着城市发展的记忆。 周口的魅力“隐藏”
在一条条古旧的老街小巷里。比如散落在周家口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的皮件厂旧厂区、李家当铺院
等。

周家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位于川汇区西大

街北侧，历史上曾是周口商贸文化和漕运文化的
重要空间载体。 街区历史文化遗存丰富，目前保
留有古建筑 18 处、街巷 11 条。在这里，可以了解
周口最初的建筑风格、人文风貌。李家当铺院、白
彦章故居、皮件厂旧厂区等城市文脉节点通过立
面改造、有机更新，恢复了原有风貌……经过不
断建设，这片古色古香、韵味十足的街区，成功入
选河南省第三批省级历史文化街区。

走进关帝庙历史街区，迎面扑来的流光溢彩
与人声鼎沸瞬间使人流连忘返。 清一色的仿明
清古民居建筑群错落有致， 各种老物件、 微景
观、文化墙让街区文化氛围感拉满。 春节期间，
来这里游玩不仅可以品尝中华名小吃、 河南名
小吃、周口名小吃，还可以欣赏关帝文化沉浸式

情景剧演绎。与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隔河相望的关
帝庙，已经有 300 多年历史，如何让这个文化符
号焕发新活力？当地在保留老街区原始风貌的同
时，增加“新”潮流，集聚人气，先后举办了“三川
十馆·春会”“三川十馆·夏集”“三川十馆·秋赏”
等活动，让关帝庙历史街区成为周口“夜经济”的
领航者。

如果说主干道是一座城市的 “面子 ”，那么
一条条老街小巷就构成了这座城市最鲜活的

“里子”。 通过充分挖掘周家口历史文化资源，我
市精心打造的周家口南寨历史文化街区、 荷花
渡特色商业街区、 关帝庙历史街区等一批具有
周口特色的老街区，为城市更新赋新，注入发展
新活力。 目前， 南寨历史文化街区风貌基本形
成，关帝庙历史街区主体工程全部完工，荷花街
繁华盛景再现，李家当铺院、白彦章故居 、景观
双廊、南岸双亭、钟鼓楼、关帝戏台等一批景点
留住了城市记忆，延续了城市文脉，将成为繁荣
城区经济的文化新地标、商业新地标、人气新地
标。

“荷花渡”成网红打卡地

国槐街锁定老周口人的记忆

老街区演绎新精彩

【记者手记】

银装素裹的国槐街充满“烟火气”。（图片由市文明办提供）

“荷花渡”演绎新精彩。（图片由市文明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