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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暑过后气温高
消暑食材受欢迎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随着

小暑节气的到来，气温逐渐升高，市民们开始寻

找消暑的方法。7月7日，记者走访了城区多家

菜市场发现，冬瓜、苦瓜、莲子等具有清热解暑

功效的蔬菜成了市场里的“香饽饽”，绿豆也因

为有良好的消暑效果，销量大幅增长。

在华丰菜场，不少摊位上摆满了新鲜的冬

瓜、苦瓜和莲子。商户们表示，近期这些蔬菜的

销量明显增加。商户陈美华介绍：“冬瓜卖得很

好，夏天大家都喜欢用它解暑，可以煮汤，也有

人买整个冬瓜当枕头，抱着睡觉凉快。”另一位

商户凌丽娟则推荐了早藕：“现在的藕很嫩，糖

醋藕爽口开胃，还能通经活血。”

据了解，冬瓜具有清热解毒、利水消肿的功

效；苦瓜富含维生素和矿物质，具有清热解暑、

明目解毒的作用；莲子有助于养心安神，缓解暑

热带来的烦躁。市民徐新权说：“夏天吃冬瓜比

较清凉，对身体好。”市民李红远也趁着小暑采

购了藕、芦笋等食材，准备做一顿消暑餐。

除蔬菜外，绿豆也成为市民消暑的必备

品。在干货店，前来购买绿豆的市民络绎不

绝。商户刘艳介绍，近期绿豆销量大幅增长，每

天零售量达二十多公斤。“天气越来越热，马上

进入三伏天，大家买绿豆消暑，有些人还会搭配

莲子和百合一起熬汤。”她说。

镇村联动破解卖瓜难

舟山镇“一亩公田”
托起瓜农共富梦
本报讯（融媒记者 曹润鑫 程卓一） 舟山

镇东风村种植西瓜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如今

已发展成为百亩规模的特色产业。为帮助农户

解决卖瓜难问题，近日，舟山镇联合村两委创新

打造的“一亩公田”共富工坊，大力推动订单农

业发展，积极搭建产销对接平台，让丰收真正转

化为实实在在的收入。

清晨 6 时，东风村的瓜田里已是一片繁忙

景象。村民们手法娴熟地挑选、采摘成熟的西

瓜，一筐筐翠绿滚圆的西瓜经过称重后，被整齐

地码放上等候的运输车。

村民王高升告诉记者：“今年种西瓜天气

好，昼夜温差大，西瓜糖分比较高，最重的西瓜

有9公斤左右。”

今年 72 岁的王高升，16 岁开始种植西瓜。

他回忆道，过去大家把成熟西瓜堆在路边或是

家门口卖。如今，有了“一亩公田”共富工坊负

责订单收购，农户们再也不用自己跑市场、愁销

路了。在“一亩公田”共富工坊的帮助下，今年

王高升家的两亩瓜田预计能为他增加两万余元

的收入。“今年是镇村干部帮我销售，我每天大

概采摘 250 公斤的西瓜，全部卖掉，这样我就轻

松一点了。”王高升说。

舟山镇东风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胡

进品说：“今天我们把村民的西瓜统一收起来，

送出去 500 多公斤了。接下来我们会联系各个

企业、单位，把村民种的西瓜全部销售出去。”

①②③二手市集现场

7 月 6 日晚，唐先镇秀岩村

文化礼堂内热闹非凡，“丘山山

二手市集”在此欢乐开市。这场

由生活方式品牌丘山山发起的

二手市集，以独特的魅力吸引了

众多市民前来参与。市集上三

十多个摊位商品琳琅满目，从手

作饰品到旅行旧衣，从运动器材

到生活百货，每一件旧物都在寻

找新主人。这场以“循环代替新

购”为理念的活动，不仅让闲置

物品重获新生，更成为市民精神

文化生活的新亮点，为乡村发展

注入了年轻活力。

既能“淘宝”又能社交
伴随着开市的锣声，摊主们

忙着摆放和叫卖着自己的“宝

贝”，逛集市的市民三五成群、低

头淘货，讨价还价间笑声不断。

在这里，市民们不仅能“淘宝”，

还能交流兴趣爱好，分享背后的

故事。

摊主咸菜（化名）将自己旅

游时穿过的衣服拿来售卖，开出

一折或零点五折的低价，希望让

这些衣服能被下一批旅游的人

穿上。她介绍，在网上卖这些衣

服会因尺码、料子等问题产生较

高时间成本，而线下市集可以让

她轻松处理闲置，而且物品有了

新价值，让她倍感开心。

咸菜坦言，比起线上二手平

台的繁琐，线下交换更有人情

味 ，“ 听 到 有 人 说 要 买 给 女 儿

穿，突然觉得这些衣服又有了

意 义 。”二 手 物 品 在 此 循 环 流

转，不仅减少了资源浪费，也让

每一件旧物都重新找到了属于

它们的“舞台”，继续发挥价值，

践 行 着 环 保 理 念 ，为 地 球 减

负。

既怀旧又环保
市集上，一些旧物的故事或

许比商品本身更吸引人。摊主

吕晨宇是一名古玩爱好者，带来

了钱币、瓷器等藏品，还有几十

年前的旧画册、旧信封、学生课

堂测评表⋯⋯这些看似冷门得

令人摸不着头脑的物品，却承载

着他满满的热爱。通过日常生

活里的收集和研究，他从中发现

了许多有趣的历史故事。“我还

珍藏了一张康熙年间的诉状，古

代打官司要喊‘青天大老爷’，这

张纸可是历史的‘小纸条’啊。”

吕晨宇说。

有的摊位则在不同程度地

展示着摊主小时候或是年轻时

生活的痕迹，也有人在这样一场

活动中交换了彼此的“童年”。

玩具摊主颜文婷以公益的形式

把自己闲置的玩具和平日里的

手作卖出后进行捐款。“我觉得

这个活动就是把我所收获到的、

已经不属于我这个年龄的快乐

分给了其他小朋友，然后我自己

也收获到了属于我想要的东西，

这 可 能 就 是 一 个 代 际 的 交 换

吧。”在市集现场开展的趣味拍

卖环节中，颜文婷以超值的价格

抢到一台老式相机，兴奋地说：

“没想到真能捡到宝。这很像现

在流行的 CCD 复古相机，一直

很想买。”

既吸引游客又提振经济
对秀岩村来说，二手市集更

是乡村旅游IP打造的重要一步，

这不仅能助力乡村振兴，还能让

秀岩村的精彩生活被更多人看

到，有望吸引更多游客，推动“农

产品+旅游”等业态的发展，实现

美丽经济的升级。

市集主理人李华栋介绍，从

去年至今已经举办了一百多场

活 动 。 目 前 ，“ 丘 山 山 二 手 市

集”已开展到第二期，今后将在

每月第一周的周末举办一场，

未来还计划打造大型市集嘉年

华，融入自然元素，形成独特的

乡村旅游 IP。“我们希望一直把

它做下去，在此基础上每一年

举办一场大型的二手市集嘉年

华，未来还可能‘快闪’到其他

城市，让更多人感受乡村生活

的精彩。”他说。

夜幕下的秀岩村，旧物在流

转中焕发新生，文化在交流中绽

放异彩。这场别开生面的二手

市集，正以其独特的魅力，书写

着绿色生活与乡村振兴的新篇

章。

融媒记者 邵思民

旧物焕新生
二手市集构建社交新场景
点亮乡村生活助力乡村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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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在购买莲藕

工作人员在收购西瓜工作人员在收购西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