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活力塘下2 2024年4月8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 陈瑞建 ▏编辑 苏梦璐

古城会市，当然不能离了“文化”二

字。“大家好，欢迎来到海安清明会市⋯⋯”

4月4日9时30分许，一场由瑞安市融媒体

中心记者与海安乡贤李松林一起带来的

“海安会市直播”正在举行。现场，李松林

向镜头前的市民们介绍了海安会市的由

来、历史变迁以及海安古城的抗倭历史、文

化背景，同时带领大家“云”游会市，参观辖

区蒋幼山故居纪念馆、蔡雄故居、宾阳门、

镇海门等文化地标。

据介绍，海安是一座具有600多年历

史的古城，也是一座见证明朝抗倭历史的

古城。据史料记载，明洪武二十年（公元

1387年），为防御倭寇窜扰，信国公汤和在

沿海设置海防据点五十九处，均围筑城

墙，并选取壮丁五万八千余名为各据点驻

军，当时海安所驻军一千余名，称海安千

户所，简称海安所。海安会市作为地方传

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承载着丰富的地

域特色和商贸流通功能，与农民的生活、

生产紧密相连。

关于海安会市的起源，有人说海安所

建城就有了，至今 600 余年；也有相传源

自明嘉靖三十七年（公元 1558 年），迄今

已有460多年；还有一种说法是从海安所

的清明庙会活动演化而来。无论哪一种

说法，其实都体现了会市悠久的历史和深

厚的文化底蕴。

会市期间，古城内热闹非凡，各种民

俗文化活动纷纷上演，寄托着人们对美

好生活的期盼与祝愿。同时，为了让更

多人领略古城的魅力，蒋幼山故居纪念

馆、宾阳门等地也对外开放，乡贤和村民

自发担任向导和解说员，为游客讲述海

安的抗倭历史和文化故事。

“这几天纪念馆特别热闹，好多朋友

都提前给我来电话，要趁着会市来参

观。”海安乡贤钱成华放下手头工作，在

蒋幼山故居纪念馆当起了亲朋好友的解

说员；海东村党总支书记张国平在协调

现场值守工作的同时，也给游客当起了

向导，介绍起海安的抗倭历史。

“文化的加持，让商贸功能弱化的海

安会市焕发出新的活力。”岑剑表示，会

市的举办不仅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更唤醒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与传

承。海安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挖掘古

城特色，推动文旅融合，让更多人了解并

爱上这座充满魅力的传统古城。在会市

筹备阶段，海安工作片便与各主办村社、

乡贤紧密合作，深入挖掘并展示当地的

文化民俗、特色小吃等，确保会市充满浓

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氛围，传承海安百

年会市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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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安会市时隔海安会市时隔44年重启年重启 古城老街古城老街““热闹兮热闹兮””
■记者 陈异俗

4 月 4 日，时隔四年，海安清明会市（以下简称：海安会市）隆重“归

来”。清明节假日期间，塘下镇海安片会市现场人流云集，大街小巷人

声鼎沸，数万名市民涌入海安，古城老街重燃烟火气。

海安会市迄今已有数百年，是浙南地区规模较大的传统会市之

一。与往年相比，今年重启的会市有什么不同之处？不妨跟着记者去

现场看看。

4 月 4 日是清明节，也是海安会市的

首日。当天虽飘着小雨，依旧抵挡不住

人们赶集的热情。9 时许，会市上就聚

集了人流，商家叫卖声，游客嬉戏声，设

施音乐声，交汇成一片。

记者随着人流从海东村入口进入会

市区，沿着城东路、东门街、南门街、朝阳

西街一路逛，从日杂百货到服装鞋帽，从

网红美食到特色古玩，套大鹅、射击气

球、坐旋转木马，会市涵盖了人们吃穿娱

乐的方方面面。

据介绍，本次会市以“古城庙会·福

汇海安”为主题，现场设摊、铺点位近

3000 个。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海安东

门街、南门街、西门街、北门街 4 条主要

街道严禁设摊，以沿街商铺出租经营鞋

服为主；摊位主要设置在朝阳街、海安商

业大街、城东路等，由第三方公司负责统

一搭建，主要经营网红美食、特色古玩、

儿童玩具等。城南横街则依旧以售卖竹

编制品、铁杆秤、锄头农具等老物件为

主；塘梅公路两侧按照惯例汇聚了绿植

花卉、陶瓷古玩等摊位。

现场，最具人气的要属朝阳街、海安

商业大街、城东路，这里不仅汇聚了各地

美食，还有非遗文化来助阵。当天7时不

到，家住陶山、有着30余载吹糖技艺的非

遗手艺人林志微带着自己的“行当”来海

安赶集。一个恒温炉，一锅麦芽糖，一双

巧手，一口“仙气”，软绵香甜的糖球立刻

变换形状，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当天，

林志微还现场制作糖画供游客选择。

会市商贩徐海滨连续赶了 30 多年

的海安会市。他说，他们主要是卖竹米

筛、竹粉筛、竹桌盖等各种竹制品，都是

他和叔父手工编制的。得知今年海安要

办会市，年初他就开始准备，这次带了上

千件商品过来。

“我来就是为了吃！”今年 20 出头的

湖 南 小 伙 浩 子 一 上 午 尝 了 10 来 种 美

食。小吃是今年海安会市的重头戏之

一，现场种类非常多，占据会市区 3 条主

要大街。

为了让会市办得热闹又潮流，海东、

镇海、海东等本次会市主办村社纷纷使

劲，邀来“网红”娱乐商家助阵，其中最受

欢迎的是“网红”套大鹅，整个市集共设

了约 17 个“网红”套大鹅点。在一个摊

位前，市民虞先生正带着女儿体验这新

奇玩法。“爸爸，加油！”“要往鹅多的地方

丢圈”⋯⋯眼见 30 个圈就要丢完，他还

没收获一只鹅，急得女儿忙给他支招。

他说，在朋友圈看过活套大鹅，今天有机

会带女儿来现场感受一下。

时隔四年，海安会市华丽回归，赚

足一大波人气的同时，更是让塘下政

府工作人员“忧心忡忡”：如何提供服

务，才能让市民拥有更好的体验感？

要提供哪些保障，才能让现场井然有

序？

记者了解到，会市前夕，市委常

委、塘下镇党委书记刘建敏牵头，召开

海安会市工作会议。会议成立清明会

市管理领导小组，并下设办公室和现

场指导组、交通秩序管理组、经营秩序

管理组、消防安全管理组、宣传文化市

场管理等多个工作组，来应对会市期

间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会议

还与鲍田派出所、市交警大队塘下中

队、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塘下中队、市场

监管局塘下分局、塘下卫生监督所等

18 个部门、站所签订管理责任书，层层

落实责任。

会市期间，塘下镇抽调了大量工

作人员参与到管理和维稳工作中。会

市现场，身穿制服的民警和“红马甲”

的志愿巡逻队成员随处可见，他们负

责维护现场秩序，确保游客和摊主的

安全。此外，该镇还在海安工作片大

院、镇海村办公楼停放了两辆消防车，

海西村办公楼旁停放了一辆简易消防

车，并设置了 13 个灭火器材安放点，

配备了 13 只 35 公斤推车灭火器、29 只

4 公斤灭火器和 20 只 3 公斤灭火器，以

应对可能发生的火灾事故。

针对集市期间可能发生的突发事

件，海安工作片成立了突发事件应急

领导小组，根据治安刑事案件、消防安

全事件、公共卫生突发性事件、防踩踏

应急事件等突发事情的分类，逐一配

备相应联系人。一旦有突发情况，各

有关单位、责任人需及时报告，做到责

任到位、措施到位和人员到位，把损失

降到最低。

在这里，我想应该感谢这群辛苦

的人，正是他们的默默付出，才有了眼

前这场热闹且有序的“盛会”，尽管人

山人海，仍能触摸古城的温度。

热力图监测数据显示，清明节假期

间，会市区内人潮涌动，即时人流量最高

达 2.7 万，热闹非凡的景象让这座传统古

城焕发生机。

多年来，以“物资交流”为核心的传

统会市逐渐式微，然而，今年重启的海安

会市引发了广泛关注。塘下镇海安工作

片主要负责人岑剑道出了其中的奥秘：

“海安会市在功能定位上的转型升级是

‘吸睛’的一大原因。它不再是单纯的物

资交流平台，而是转变为情感交流与情

怀消费的载体。”

海安当地历来有清明节会客的风

俗，家家户户设宴款待亲朋好友，以酒为

媒，交流情感。宴后逛会市，则成为客人

们延续情谊、体验乡情的另一重要环节，

为会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人气。

清明节当天，塘下镇鲍六村村民周和

一家早早地来到海安亲戚家赴宴。宴会结

束后，他们迫不及待地前往会市赶集。穿

梭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周和一家享受着

久违的热闹与喜庆，挑选着心仪的商品。

周和感慨道：“小时候，我跟着父母来大姨

家赶集，现在我带着孩子来，这是一种情感

的延续，更是一种特别的回忆。”

潘建新是土生土长的海安人，近 10

来年一直在外地工作。对他来说，海安

会市是刻在骨子里的记忆。“小时候每年

会市我们放假七天，那是一段无比快乐

的时光。一大早就起床了，拿着零花钱

跑市集玩，真的比过年还开心。”听说今

年会市重启，潘建新在清明前夕连夜开

车赶来，与亲朋好友共襄盛举。

会市作为我市传统习俗和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承载着瑞安人的深厚“乡

愁”，海安会市也不例外。在这里，不管

是平日忙碌的“上班族”，亦或是在外奋

斗打拼的“游子”，还是埋头苦读的青年

学子⋯这一刻，他们忙里偷闲相聚在此，

重温着久违的乡情与温暖。

如今，这情怀不断向外延伸，感染着

海安以外的人们。新居民张荣夫妇俩来

自湖北十堰，在塘下工作五年多，今年第

一次“赶上”海安会市。他们表示，在老家

就喜欢和朋友赶集，这里的热闹劲儿不输

老家。这次在海安会市上，他们买到了心

仪的箩筐，还和老乡一起去周边馆子聚

餐，度过了轻松愉快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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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人声鼎沸（特约记者 朱昌乐/摄）

“网红”套大鹅（特约记者 朱昌乐/摄）

张荣夫妇俩买了箩筐带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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