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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幕降临，兴庆区大新
镇燕庆园社区的夜市逐渐热闹
起来，摊主包世奇的“香辣红唇”
摊位前人多了起来，辣串串浸在
红汤里咕嘟冒泡，酸梅刨冰的杯
子上凝着水珠，映照着往来顾客
的笑脸。

今年是包世奇摆摊的第十
个年头，以前他推着小车到处售
卖，如今他的夜市摊位成了周边
熟客的“消夏地标”。“热归热，可
这夏天的夜晚，不撸串总觉得少
点什么，再喝一杯刨冰，太爽
了。”正在享受夏日夜市美食的
市民满意地说。

包世奇摊位上的客人总比
其他摊位的多，谈及原因，他笑
了：可能是因为汤料是用几个小
时精心熬制的，也可能是摊位被
社区评为“诚信商户”，还可能是

认得不少熟客，知道谁爱加麻、
谁能吃辣，每次他都会多赠送一
串。包世奇说：“看着大家为了
美食而来，又带着满足离开，特
别有成就感。”

生意忙不过来时，包世奇
还雇了几位邻居来帮忙，甚至
教他们做小吃的手艺。在他看
来，自己的小吃摊串起的不只
是美味，更是社区居民夏夜消
闲的聚会点、带动邻里一起创
收的实践站。

天气越来越热，银川各类特
色夜市街区也迎来客流高峰，通
过统一规划、亮化改造和业态升
级，这些地方不仅汇聚传统小
吃、文创手作、音乐演出等内容，
更成为促进夜经济发展、展示城
市文化的新窗口，为市民游客提
供了多元的消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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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市民贾丽娜和朋
友来到海宝公园的一处露营地，
阳光透过树叶洒在她的身上，“忙
碌了一周，周末出来透透气，舒
服。”这是她当月第三次露营，刚
坐下，朋友就拿出自己做的小蛋
糕让她品尝。

夏季的银川风光旖旎，仿佛
无形中在催促人们走出户外，一
起来共同感受大美银川独有的
风光。对贾丽娜而言，露营最有
仪式感的就是，置身在美景之
中，品味着精心制作的美食，与
好友和家人共度美好时光。

贾丽娜的手机里收藏了许
多份休闲地图：森林公园草坪面
积大、基础设施完善，国交中心
北侧的共享绿地是新增设的，不
少景区附近营业的露营地也适
合打卡拍照……

她记忆中最惬意的一次露
营，是和父母一同前往西夏区
的一家营地，一家人共同准备

烧烤食材，在户外尽情放空，傍
晚还邀请其他游人来自家帐篷
做客，大家围坐在一起聊天、喝
冷饮、吃水果，还有人拿出吉他
弹唱。

“这才是夏天该有的样子，
有草木香，有烟火气。”贾丽娜
说，很多人避暑会选择去商场、
去探店，自己却热衷感受自
然。在她看来，把暑期过成诗
意的过程，本身就是最酷的消
夏方式。

近年来，城市绿地如毛细血
管般延伸进市民生活，以海宝公
园为例，通过不断优化升级，在
保护自然生态的基础上又规划
出了共享绿地供市民休闲。不
仅如此，各类新建改造的小微公
园分布在社区周边，为居民提供
了更多亲近绿色的空间。这些
见缝插针的阵地正成为触手可
及的“自然课堂”，让夏天变得更
加丰富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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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当第一缕晨光穿透云

层洒向滚钟口，这里又一次上演
了“日出之约”。43岁的李艳红
凌晨3点半出门，只为拍下晨光
浸染贺兰山的瞬间。

“现在的夏天比以前鲜活了
太多，以前能去的地方少得可
怜，公园里挤满老老少少，闷热
又单调。”如今在文旅融合发展
的浪潮下，李艳红琢磨出了新的
消夏法子，从山间晨曦到湖畔泛
舟，再到黄昏晚霞，一天到晚她
忙得很。

“到贺兰山看日出可以线
上预约，景区的活动也从单一
赏景升级为多元消夏体验，凌
晨的山间既有游客自发大合
唱，也有浪漫的求婚仪式，我最
喜欢脱口秀专场，演员对着云
海讲段子。”李艳红说，这样的
消夏方式充满新意。

李艳红还体验过阅海湖旅
游观光休闲航线，乘坐画舫畅游

在阅海湖上，不仅可以欣赏秀丽
的景色，还可以一览周边的现代
化城市风貌，感受“舟行碧波上，
人在画中游”的意境。

傍晚，览山公园的立柱被夕
阳镀成蜜糖色，李艳红坐在石阶
上，看夕阳西下，远处贺兰山的
轮廓渐呈黛色，她赶紧举起相机
定格当下的美好。

凌晨与晨曦共舞，午后享水
波清凉，傍晚伴晚风歌唱，李艳
红用这样的方式拥抱夏季，而这
也正体现了银川文旅融合发展
的巧思。

银川紧扣市民游客需求与
市场趋势，以“文旅互赋能、需
求促转型、产品重沉浸”为核
心方向，通过项目攻坚、活动
引流、要素升级、业态创新等
组合拳，持续扩容优质文旅供
给，让城市消夏从单一观景升
级为可触摸、可参与的文化生
活新方式。

5月25日，市民石熙带着孩子走进兴
庆区通贵乡司家桥村的采摘大棚，只见一
排排碧绿的藤叶间挂着圆滚滚的“黄金宝”
小吊瓜，大小均匀、色泽鲜亮，分外诱人。

“这种吊瓜外观色泽金黄，果肉鲜红多汁，
口感细腻爽口，每公斤售价在3.75元左
右。”村里工作人员一边介绍，一边摘下一
个让大家尝尝。

“甜！”品尝过后，石熙穿梭在瓜藤之间
精心挑选饱满的吊瓜。“孩子在这里了解农
耕文化，大人分享收获喜悦，高温炎热在果
香与欢笑声中消散，采摘也是消夏的好方
式。”石熙说，自己平时工作忙，只有周末和
节假日能带孩子接触大自然，采摘可以让
孩子认识果蔬的生长过程，还能亲自动手，
特别有意义。采摘结束后，大家可以品尝
新鲜果蔬，分享劳动成果，再热的天仿佛也
被这份惬意驱散。

一直以来，银川以农业增效、农民增
收为目标，持续优化农业产业布局，因地
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种植模式，不仅
丰富了市民餐桌，更成为乡村旅游的亮丽
名片。随着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如今，
采摘游已从单纯的收获体验升级为融合
科普与消暑的多元场景，更多人可以在
田间地头感受到“都市农夫”的快乐，
找到亲近土地又避开高温的夏日
新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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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最近一到晚上，社区里可热闹了，音
乐会和电影节等消夏活动丰富得很，还都
不用花钱。”兴庆区银古路街道丽景社区居
民闫莉莉说。

闫莉莉第一次参加社区音乐会是半个
月前，她在微信群看到社区发出的邀约，下
了班便换上轻便的衣服直奔社区活动中
心，一路上邻居三五成群地走向同一个目
的地，大家欢声笑语不断。

“当舞台灯光亮起时，居民自发组成的
乐队正调试乐器，领唱是常见的邻居王大
哥，平日里他不善言辞，当天却抱着麦克风
唱《光辉岁月》，真是让人想不到他还有这
一面。”闫莉莉说，随着多首耳熟能详的歌
曲响起，周围的人都十分投入，有的跟着哼
唱，有的和着节拍鼓掌，那一刻自己的疲惫
都烟消云散了。

音乐会结束，电影放映开始，看到哪吒
和敖丙出现在银幕上，大人和小孩瞬间来
了兴趣，活泼有趣的剧情让大家不时发出
阵阵笑声。

那以后，社区又接连举办了三次音乐
会，每次都人气爆棚，连隔壁社区的居民都
带着小马扎来看。闫莉莉笑着说：“消夏活
动像把钥匙，打开了钢筋水泥的隔阂，在歌
声与欢笑声中提升了邻里间的亲切感。”

为丰富居民文化生活，入夏以来，银川
各社区纷纷开展系列消夏活动，露天电影
放映、纳凉晚会、亲子游戏及健康讲座等活
动不仅为夏日带来清凉与欢乐，也增进了
邻里交流，增强了社区凝聚力。居民们纷
纷表示，活动既放松了身心，又拉近了彼此
距离，提供了难得的娱乐与社交机会，希望
社区能继续推出更多贴近生活的文化娱乐
项目。

畅享炎夏的惬意

银川人解锁 清凉玩法
本报记者肖梦琪

NN种种
炎炎夏日来临，广大市民与高温天气的博弈从空调房开始延伸至更广阔的时空场域。不少

市民选择在日出日落的更迭间欣赏美景，夜晚在户外的篝火旁让欢笑声和星光一同绽放，美味的
烤串在烤炉上嗞嗞作响，混合着泥土芬芳和果香味的采摘园里，孩童踮着脚尖伸手就可摘到最新
鲜的果蔬，社区广场的纳凉晚会上，街坊邻里们欢聚一堂……这些消夏图景，为“如何度过夏天”
写下最鲜活的注脚。

消暑打卡，到灵武市白芨滩防沙林场清凉一下。本报记者郎凯摄

碧水蓝天下的水上乐园。本报记者海坤摄

夜市街区的饮食风情。本报记者郎凯摄

充满清凉与欢乐的夏日广场活动。本报记者刘嘉怡摄

森林公园集休闲和运动于一体的户外场地。本报记者郎凯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