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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 火 大 士 院
每个到南昌旅游的人，在社交媒体

搜索攻略时，很难不注意到“大士院”：

拌粉、瓦罐汤、油条包麻糍⋯⋯各类当

地特色小吃集中在这个位于南昌城西

北隅的老街区。

这里是南昌的新晋“网红街”、被高

频推荐的老城区 Citywalk（城市漫步）

必经之路。每到周末和节假日，各地游

客在店铺前排起长队，拿着刚买的小吃

在新修的文化墙前打卡拍照。

这里也是 1.4 万名本地居民生活的

地方，曾经再普通不过的市井住宅区：

物价便宜，人员混杂，商铺楼上就是居

民住宅。许多由居民开了近 10 年的老

店铺，出名前几乎只有附近的老街坊

光顾。

2023 年，随着物美价廉的老南昌

特色小吃被“旅行特种兵”发现，在社交

媒体引发关注，大士院客流激增。恰逢

南昌市启动滕王阁景区北扩工程，为实

现景区与街区的串联，邻近滕王阁的大

士院街区同步进行提升改造；今年 5 月

1 日，焕然一新的“烟火大士院”历史文

化街区开街，仅“五一”小长假客流量就

达到 147.42 万人次。

文商旅融合带来前所未有的机遇

和挑战，大士院华丽转身。它奋力在本

土市井特色与现代旅游体验中找到平

衡，而这里的商户、居民和管理者，也在

用自己的方式，让旧巷烟火气在新街环

境中得以延续。

老街

7 月底的南昌，被连续降雨压住的

气温终于肆无忌惮地攀升上去，到了傍

晚也余热未消，路上行人寥寥，但一来

到“大士院美食街”的门楼下，人就明显

多了起来。

穿过门楼，跟着熙熙攘攘的游客走

进大士院街，不宽的道路两旁颇具氛围

感地挂着“魅力南昌”“烟火东湖”的道

旗。街边店铺大多卖南昌特色小吃，也

有摊主用保温桶装着冰镇西瓜和绿豆

沙，向过路的人们招徕生意。

在大士院街与半步街的交叉口，转

过著名“老南昌白糖糕”所在的街角，不

太起眼地开着一家“大士院玩具店”，61

岁的店主戴小平是亲眼见证大士院变

化的老居民之一。自 1997 年起，他就

在大士院开店，3 年后从街对面搬到现

在的位置，一晃 20 年有余。

“铺张竹床睡在这里，早上六七点

钟起来，一般自己做早饭，有时也到旁

边吃拌粉，没事就坐在外面和附近的居

民喝喝茶、聊聊天。”戴小平回忆，20 多

年 前 大 士 院 的 环 境 跟 现 在 大 不 一

样，街道没有现在干净整洁，“有

点乱，来来往往的人多，但烟

火气跟现在是一样的”。

有人生活的地方就

有烟火气，大士院的

烟火气来自居民

和商户。自

汉 唐 以

来，这里就是南昌城德胜门内最繁华的

地段，原先有一座寺庙，街巷因寺院而

得名。因临近老南昌港码头，货铺商铺

多，人口密度大，马车往来和行商叫卖

极是热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士院

盖起现在这片住宅区，每天来往着卖菜

的商贩、过早的居民，老南昌烟火气正

是在人们日复一日的日常生活中形成、

凝聚。

“过去这里虽然脏乱，但地道小吃

和街巷叫卖都伴随市民的生活所需，独

特的老南昌味道延续至今。”江西省城

乡规划市政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负

责大士院改造工程的设计师袁放说。

要保留老街的市井文化，也要兼顾

游客的现代旅行需求。焕新后的大士

院，有赣派牌楼、上世纪 80 年代风格的

彩绘，也有花墙、爱心墙等“网红打卡

点”，方便人们以照片的形式记录旅行、

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经历。

不过，诗和远方不只悬浮于互联网

滤镜，更沉淀于在地感受；烟火气也不存

在于架空的体验场所，而需在真实的生

活中有迹可循。在对大士院街进行外观

改造时，最先考虑的还是当地居民。

“生活在这里的居民是主体，场景

不能过多破坏，只是在面上做文化延

伸，加上一些网红打卡点，从点到面最

大程度地保留烟火气。”袁放说，形象提

升只是锦上添花，应不显突兀地融入街

区的整体风格，“居民已经习惯了这样

的生活环境，我们要做到以最小的影

响，保留最原始的市井气”。

然而，当外地游客多起来，激增的

消费需求对当地小本商户的供给能力

形成挑战，居民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连

同市井烟火气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

流量

罗华荣和妻子刘月华不曾想到，他

们的拌粉店有朝一日会如此“跑火”（南

昌方言，生意兴旺）。

2008 年，罗华荣夫妇在大士院街

开起了“小罗子汤店”，卖南昌拌粉和瓦

罐汤。3 米宽的门面，4 张桌子，1 个拌

粉打料的桌台，与任何一家南昌人熟悉

的“楼下早餐店”别无二致。彼时，顾客

大都是附近居民，夫妻俩早起拌粉、蒸

汤，到下午两三点就可以闲下来，日子

普通而平静。

去年，随着这里地道的南昌拌粉被

爱吃爱玩的“旅行特种兵”和美食博主

发现，“小罗子汤店”在社交媒体上迅速

走红，许多拖着行李箱的外地游客在小

小的门店外排上几小时的队，只为尝一

口南昌人的“标配”早餐。

“人一下子就多起来了，都是来吃

粉的，那时我们人手不够，根本忙不过

来。”刘月华说。看到突然增加的客人，

高兴之余，更感受到压力。“别人从那么

远过来，只能排队，等几小时也不一定

能吃上，看着就着急。”

店内空间不够，就买来大大小小塑

料板凳，客人以高板凳为桌，矮板凳为

椅，在店外露天嗦粉；拌粉人手不够，多

雇几个阿姨，再喊上亲戚朋友帮忙。但

刘月华清楚，这些都是应急之举，

为了能让更多顾客在更好

的 环 境 里 就 餐 ，就

必 须 开 分

店“引流”。

于是，今年年初大士院开起了第二

家“小罗子汤店”，几个月后刘月华把二

店迁至旁边更大的店面，在店里设置收

银、拌粉、取餐、就餐等分区，按煮粉、捞

粉、拌粉的流程雇用培训新员工，聘请

保洁员打扫卫生，顾客虽多也有条不

紊。如今，“小罗子汤店”已在南昌开了

5 家分店，节假日期间，仅大士院两家

分店一天拌粉销量可达 6000 份左右。

巨大的客流量不仅是对商家的挑

战，也是对街区管理者的考验。南昌市

东湖区副区长江珊表示，大士院串联了

胜利路步行街、蛤蟆街、八一大桥等重

要景观节点，南昌市东湖区文化广电旅

游局由此策划推出了城市旅游步行精

品路线，在关键路口立牌，将导览图、旅

游攻略等一图展示。

回顾起开街前的准备，大士院街区

运营管理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杨邸著说，

除了外观上的修葺点缀，在客流高峰期

做好服务保障是重中之重。为方便居

民和游客出行，滕王阁街道办重新规划

非机动车泊位，增设停车场；在主要出

入口设置升降桩，客流高峰时段禁止机

动车进入；定时定点安排城管维持秩

序、保洁员清扫街道和志愿者引导游

客。有了这样周密的安排和准备，即使

在“五一”假期末尾遇上了降雨天气，大

士院街道上下、店内店外，仍秩序井然。

“居民对这些变化也是欢迎的。”杨

邸著说，“街道宽敞干净了，生活环境变

好了，房租和店面租金也有所上涨，流

量给居民带来了切实的利益。”

说起利益，去年大士院刚刚“火”起

来的时候，没人知道流量能持续多久，

周边的居民和商户大多持谨慎观望的

态度。到了今年，随着街区改造焕新，

客流量有增无减，消费增长带来的经济

效益有目共睹，有人在路边支起小摊卖

同款特色小吃，有人开始尝试芋泥等网

红产品，有人趁机把空置房屋涨价出

租，也有新的商家业态申请入驻⋯⋯已

然成为“网红”的大士院，来到了发展的

十字路口。

长红

“1 块钱 1 个，不涨价。”老南昌白糖

糕的店主胡美永承诺。

白糖糕是经典南昌特色小吃之一，

大士院有十几家卖白糖糕的铺子，但胡

美永的“老南昌白糖糕”最为出名。17

年前，他捡起家中祖传手艺，开始摆摊

卖白糖糕，1 元 1 个。他先后辗转上海

路、万寿宫等地，2017 年在大士院开起

了自己的店铺，价格不变。炸得金黄的

白糖糕酥香软糯，口碑在街坊邻居间传

开。在社交媒体上走红后，胡美永只要

开张，就有顾客排长队购买，客流高峰

时一天能卖出上万个白糖糕。

“利润的确很薄，但我的想法很简

单：只要人家吃了，才知道好吃。保持

价格不变就是为了让每个人都吃到。”

胡美永说。除了店里的生意，他还会

接酒店、餐厅的生胚订单，同时正在

申请注册商标，争取在一两年内实现

转型。“名气出来了，就想正规化，把

它做成品牌。”

细水方能长流，大士院的繁荣，靠

的就是市井烟火气和物美价廉。以龙

头商家为代表，大士院已有 30多户商家

自发成立“商家发展联盟”，规范经营行

为，保障食品安全。而杨邸著所在的大

士院运营管理指挥部则正在对辖区内

所有商铺的租金、产权和产品单价进行

摸底，以期通过定期督导和检查来稳定

租金和物价；此外，也对新申请入驻的

业态进行把关，让更多代表南昌特色美

食的商家入驻，既进一步激发消费活

力，又避免街区向过度商业化发展。

当品尝地方小吃成为旅行必选项，

一块白糖糕、一碗粉可能承载着游客对

一家店甚至一座城的印象。对此刘月

华深有感触：即使是现在“流水线式”的

操作，也要尽力保证质量水准，不辜负

顾客的期待，而来自顾客的肯定，也给

了她别样的满足感。

“没想到，我们南昌拌粉的包容性

这么强，外地朋友都吃得惯。”不忙的时

候，刘月华喜欢跟外地顾客交流，讨论

各地饮食文化，也有游客主动分享旅行

感受。

让她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戴眼镜的

圆脸哈尔滨小伙子，去年夏天吃完粉

后，专门跑到拌粉区，等刘月华忙完手

里的活，向她竖起大拇指，说粉很好吃，

不枉特地跑来，回去也会想念这里的

粉。“我现在还记得他脸上洋溢的笑容，

那已经不只是一碗粉能带来的快乐了，

真的很美好。”刘月华说。

亲民的价格，乡愁的味道，大士院

的烟火气里凝结着许多外地游子的乡

土情结。胡美永记得，一个小时候在南

昌长大的上海人，每次回来必到他店里

买白糖糕，带回去给在上海的家人吃。

“人多了好啊。”戴小平说，大家都

客客气气地，力所能及地帮忙、引路；环

境好了，大家不再乱扔垃圾，说话变得

文明了。大士院居民的生活变了，又好

像没变。对他来说，除了跟来店里的游

客聊聊天、指指路，其余时候还像以前

一样。

暮色渐浓，三三两两的游客还在大

士院街上逛着，水煮摊边坐着几桌吃夜

宵的年轻人，不时有骑电动车回家的居

民经过。戴小平的玩具店里，花花绿绿

地摆着一排排跳绳、泡泡棒和水枪，只

零星添了几样诸如写着“南昌”字样折

扇的旅行纪念品。他想过把店面转让

出去，但孙子还在附近的小学上学，那

里的孩子们也照旧过来买东西。

“ 赚 钱 没 那 么 重 要 。

在这里住了那么多年，还

是 有 感 情 的 。”戴 小

平边说边揽住了一旁

玩耍的孙子，“希望这里

越来越好。”

一 位 女 店 主 为 了 追 回 被

“仅退款”的 12 双袜子，跨越上

千公里找到买家要说法。近

期，买家“仅退款”现象引发了

公众对网购平台“仅退款”规

则 的 广 泛 讨 论 ：商 家 都 这 么

“难”了，为什么还要提供“仅

退款”服务？

这是因为“仅退款”不仅

是 一 项 服 务 ，更 是 一 种 营 销

手段。

“仅退款”降低了消费者

购物的试错成本，友好的售后

体验让消费者变得更“主动”，

更愿意买买买。对于单价较

低、价格弹性较高的商品，这

种策略能有效地刺激需求、提

升销量。

而在生鲜等领域，“坏了

包赔、仅退款”是商家生意越

做越大的一个秘诀。这类商

品在运输中很容易出现问题，

如果给消费者提供完整的售

后服务，就会培养起他们对线

上 生 鲜 电 商 的 信 任 和 使 用

习惯。

由此可见，电商平台支持

“仅退款”的初衷是好的，但在

实际操作中，一些用户利用政

策漏洞恶意“薅羊毛”，甚至出

现了“零元购”灰色产业链，平

台对于“仅退款”的判定往往

倾向于消费者，有口难言的商

家咽不下这口气，于是就有了

开头的一幕。

为什么各大平台都在“讨好”消费者呢？

很简单，因为现阶段，平台更需要消费者。

电商平台刚刚发展的时候，需要大量商

家入驻，那时候平台的政策、服务、补贴都是

利好商家的。而现在，各大平台竞争激烈，消

费者比商品还抢手。为了让消费者更愿意花

钱，“运费险”“七天无理由退换”“15 天价保”

“仅退款”等就成了各大电商平台的标配。

但 是 ，“ 仅 退 款 ”其 实 并 不 适 合 所 有 平

台。“仅退款”模式更适用于生鲜或单价低的

商 品 。

因 为 这 类

商 品 要 么 退

了 无 法 二 次 销

售，要么退货后的

运费、人工成本比商

品 本 身 价 值 还 要 高 ，

得 不 偿 失 。 最 早 通 过

“ 仅 退 款 ”打 开 市 场 的 拼

多多便是如此。而其他发

展已经较为成熟的平台，想

靠“仅退款”锁定客户群，就不

那么容易了。

我们常提到一个概念：劣币

驱逐良币。当被恶意“薅羊毛”并

难以维权后，商家感受不到平台

良好的营商环境，便会减少成本

投入、降低服务标准或者退出平

台和市场，久而久之就会陷入恶

性循环。产品质量下降、退货率

增加、顾客消费体验变差、退出的

商家变多，进而影响平台的生存。

“仅退款”的薅羊毛大战里没

有赢家。表面上看是以顾客为中

心，尊重顾客的消费体验，但最终

可能把顾客也变成了受害者。不

少平台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

8 月 9 日起，淘宝正式实施优化后

的“仅退款”策略，平台会依据新

版体验分提升商家售后自主权，对优质店铺

减少或取消售后干预。同时将升级已收到

货“仅退款”的异常行为识别模型，拒绝有

异常行为的仅退款诉求。此举标志着电

商平台在提升消费体验的同时，也加

强了对商家权益的保护。

商业的本质不是讨好，商家、

平台、顾客之间应该是一种相互

依存的关系，不存在谁“讨好”

谁。而应该像那句广告词：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非 遗 米 粉 香 飘 东 盟
童 政 廖 伟

清晨，广西苍梧县京

南 镇 ，人 们 忙 着 烧 水、下

粉、放佐料⋯⋯美好的一

天 ，从 一 碗 地 道 京 南 米 粉

开始。

明朝开始，当地百姓就

有把米浸泡至软，磨浆后蒸熟

食用的习惯。到了清朝，很多

家庭作坊在鲜湿米粉制作工艺

基础上进行改良，开始加工和售

卖干米粉。1986 年，第一家京南米

粉制作加工坊在当地纯冲村创办。

2020 年，京南米粉制作技艺被列入

第八批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街头美食之外，京南米粉这几

年正走向远方。

走进广西京南米粉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生产车间，磨浆机不停运转、蒸粉

皿里散发着诱人的粉香，晾晒场摆满

了各式各样的京南米粉，工人们正忙

着打包、装箱。

“螺蛳京南米粉、六堡茶米粉、艾

叶米粉等创新产品的开发，带动京南

米粉年销售量突破 1000 吨。”广西京

南米粉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罗青

云说。

“桂林米粉、柳州螺蛳粉早已畅销

全球，有独特口感的京南米粉，为啥不

试试‘抢滩’东盟市场？”本是非遗传承

人的罗青云萌生了做大做强京南米粉

的想法。

虽在临近省市消费圈小有名气，

但开拓东盟市场仍是一个大胆想法。

“我们不懂东盟市场，能行吗？”

“外国友人会喜欢柔韧的劲道吗？”由

于缺乏宣传、产品单一，罗青云首次

“试水”东盟市场以失败告终，“心情拔

凉拔凉的，刚启程便夭折了”。

怎么办？罗青云借势“中国传统

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列入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

作名录之机，创新推出“六堡茶米粉”

以及“螺蛳京南米粉”等新品，解决了

产品单一的窘境，有效扩大了宣传力

度，终于打开了东盟消费者的胃口。

近年来，罗青云多次带着京南米

粉到中国—东盟博览会等大型平台进

行展示。

2022 年 9 月 17 日的情景他至今

记忆犹新：7 位外国友人走近展台，拿

起京南米粉便用英语询问，他猜测客

人想了解产品如何，忙竖起大拇指，用

蹩脚的英语说着：“Yes，very good！”

情急之下，罗青云撕开一盒米粉用开

水浸泡，六堡茶香与螺蛳粉酸爽味在

展台飘散开来，米粉泡好后他忙给外

国友人递上筷子，滑嫩爽口的独特口

感让他们赞不绝口。

展台的动静吸引了更多顾客目光，

京南米粉也在东博会上“炫”了一把。

如今，京南米粉已成功销往越南、

缅甸等市场，吸引了越来越多客商的

关注。随着跨境电商的发展，京南米

粉还通过各种线上平台销至东盟，多

位越南客商还在本土通过直播积极推

荐京南米粉，分享好物。

努力没白费，京南米粉“出圈”了！

“不仅要靠展会，还得琢磨开发更

多适合东盟消费者的口味。”京南镇党

委书记陈胤宇说，京南米粉“出圈”，路

还长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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