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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周婷林青颖

十年前，网约车出现，人们的出行
方式随之发生改变。效率高、随叫随
到、满足差异化需求……相比于曾经招
手拦车，网约车有着无数占据市场的优
势；但在隐秘的角落，这一行业的“优等
生”面孔依旧存有裂痕。

频发的随意占道现象、良莠不齐的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的司机素质……作
为服务行业之一，这些乱象又该如何解
决？由谁监督？

此前，萧山网报道潘水站公交站台
一带交通混乱，特别是早晚高峰通行压
力大。报道发出后，有不少网友在后台
留言表示，万象汇、旺角等地网约车随
意“借道”情况也不少。

根据网友的评论，记者在早晚高峰
跑了多个点位一探究竟。

旺角公交站：
公交车“让道”网约车致交通堵塞

萧山旺角区域，不仅是商圈，也是
小区顺发·旺角城所在地。

12月7日晚高峰时段，记者来到旺

角公交车站，此时，在站台等待公交车
的市民不少。

没过多久，一辆打着双闪的网约车
缓缓在站台前停下。且紧跟着这辆网
约车，又陆续来了多辆网约车停靠在站
台边，按照顺序“自发”排队，直至乘客
上车后，才缓慢离开。甚至还有一辆网
约车开走另一辆网约车排队进入等待
队伍的现象。

记者在现场看到，网约车一般选择
停靠的位置，在站台前半段和后半段。
最严重时，前三辆、后三辆网约车堵在
站台，导致公交车停靠时，不得不停在
行车道上让乘客上车。

而这一连锁行为，也导致了行车道
上跟在公交车后的私家车不得不缓行
等待或变道，使得这一路段的交通通行
缓慢。

记者采访了一位现场打车的市
民。“我人在现场，车子一到就走了，也
没什么关系吧。”对方表示，这附近最好
找的上车位置就是公交站台，自己一般
选择上车点也会选在这里，同时，她也
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如果不选择方便
的地点上车，我和司机都找不到，还要
花时间沟通，那不是违背打网约车便捷
的初衷了吗？”

此外，记者还观察到，借道公交车
站台的不仅有网约车，还有私家车，在
这等待从附近商圈里出来的市民。

万象汇商圈：
出入口附近乱停现象严重

12月7日傍晚5点10分，正值晚高
峰，记者来到了万象汇南侧车辆出入口
附近。10分钟不到的时间里，频频有网
约车在出入口中间路段下客。

当值保安李师傅告诉记者，在车
辆进出万象汇这短短的 50米路中间
段，每天都有网约车车辆在这里随
停。虽然停靠时间不久，但时常会影
响到车辆进出地下停车场，甚至堵在
出入口。

据李师傅反映，他每天在这里值
班，路过车辆随停现象还是相当普遍
的，尤其是网约车，出租车情况好一
些。他说：“上午9点到晚上9点，在我
当班的时间里，每天少说有150辆以上
的网约车会随停‘借道’，特别是早晚高
峰这个时段。”

记者看到，在万象汇南侧出入口，
50米的间隔各装有一个监控。然而，在
此随停“借道”车辆还是比较多。除了
网约车外，还有快递员电动车辆一字排
开停放在此处。

李师傅还说，金城路这一段除了
公交车站外，没有专供网约车停靠的
点位，尽管交警经常会来这里“抄牌”
查处随停“借道”，但乱停现象还是时
有发生。

写字楼门口：
公交车站、公交车道时有被占

12月8日早高峰，记者来到位于萧
山科创中心市心路西侧的公交站蹲点，
8点30分到9点这一时段，这里公交车
站专用道上接连有网约车临时停靠，公
交车道常常不畅通，公交车停靠时往往
被“夹”在中间或者停在专用车道外侧。

而位于市心路东侧的反向站点，在这
一时段里，则较少出现占道情况，只有一
辆私家车停靠在划定的公交车道之外，对
公交车辆进出站点没有产生较大影响。

记者观察到，公交站点被社会车辆
占用是导致公交车进出站困难的较大
原因。部分出租车、网约车、私家车等
社会车辆会在公交站临时停车、上下
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拥挤和阻碍。

记者了解到，对于一些叫车平台来
说，作为网约车运营商，如果网约车司
机因占用公交车站遭到乘客或相关部
门投诉时，平台会采取相应措施，根据
行业协会规定，主动接受交通行政主管
部门的指导与监督，积极发挥行业服务
作用，加强行业自律。

针对网约车、出租车等车辆占用公
交车站点的情况，网友呼吁有关部门要
进一步加强对司机的行车规范教育和
安全培训，并落实好行业监管，落实运
营平台和管理部门等主体责任。

萧·民声

公交车给网约车“让道”？
萧山这些情况频发 有市民提出疑惑

本报讯（记者 周颖 通讯员 缪鼎）以本土文
化为核心，深入挖掘萧山历史文化资源，着力打
造出一批可观、可感、可参与、可分享的绍剧艺术
精品，立足底蕴筑文化、丰富载体推文化、依托阵
地倡文化，用“新”戏曲讲好萧山故事，让“老”艺
术与时代同生共长，接地气、冒热气、润人心。

这不，继《长山寒梅》后，绍艺中心第二个历
史人物原创小戏——《萧山相国》正在火热排练
中，即将与各位观众见面啦！首演之前，记者先
来个剧透。

盘活地方戏唱响廉洁曲

原创绍剧历史小戏《萧山相国》讲述了清朝
道光二十八年，“萧山相国”——朱凤标临时巡
盐御史府书房，查看本地财务报表，查办山东盐
务案的故事。

《萧山相国》由区纪委、区委宣传部、区文旅
局、新塘街道合力打造，萧山绍艺中心执行创
排。全剧约40分钟，三名主演涵盖绍剧老生三
个流派，在剧目打造上，由国家一级导演陈伟龙
担任编剧和导演，八名中心优秀青年演员出演。

剧目以绍剧艺术的方式，以古论今，颂扬了
清官廉吏为百姓谋福、固守本色的高尚品格，以
期观众在欣赏传统戏曲艺术的同时，获得深刻
的廉政教育，实现艺术传播同思想政治教育的
有机融合，让“廉”花绽放于街头巷尾。

挖掘历史人物寻迹萧山文脉

精湛小戏剧，展示大情怀。绍艺中心通过
挖掘本土历史人物，管窥历史名人的美好品质，
以古鉴今，启迪当下，借助文学的故事性和绍剧
舞台表演的各种形象手法，通过载歌载舞的演
出场景，把传统文化融汇到人物行动、剧情进程
以及通俗化的唱念词语之中，传递到每一位观
众的内心深处，用绍剧艺术讲好萧山故事。

用青春力量盘活历史文脉。以戏促功，以
演推人，绍艺中心一直以来重视后备人才队伍
建设，积极为青年演员创造实践机会、搭建展示
平台，通过“老带新”“传帮带”，在继承传统表演
艺术的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为绍剧艺术的繁
荣发展注入新鲜血液。据了解，《萧山相国》全
部选用中心青年演员，为剧目注入“新鲜血液”，
这样的方式也极大拓宽了受众范围，吸引了更
多年轻群体的关注，有利于廉政文化的传播。

小戏不“小”，润物无声。接下来，绍艺中心
将继续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让
小戏小剧走进千家万户！

■记者高艺炯实习生郑珂鑫

曾有话说到“南卤北酱”，于我们而
言卤味不仅仅只是味觉上的满足，那熟
悉的味道更多的是情感和回忆的纽带，
让你不自觉地想起某段时光或者某些
人。

人间烟火气，一碗卤味必有一席之
地。

72岁的河南人戴世领，在萧山东门
农贸市场里有一家四十平方米左右的
卤味店。从1990年开业至今，这家卤
味店已经走过了34个春秋。

34年间，东门农贸市场历经搬迁改
造，开店摆摊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一
切都在变化，似乎只有戴世领的卤味店
一直没有变化，店里依旧卤味飘香，店
门外依旧人头攒动。

菜市场里的“卤味传奇”

戴世领的卤味店，叫“老戴卤味”。
灯光下的麻油鸭个个油亮焦黄，紧

实的卤牛腱子以及各式各样的凉菜摆
满了柜台，看得人口水直流。

“我们的招牌是麻油鸭、五香牛肉
和大肠。”戴世领说，三样招牌已经卖了
快四十年了，很多人从小吃到大，现在
成家立业有小孩了，还经常带着孩子来
买。

老客们吃得最多的就是老戴家的
麻油鸭和酱牛肉。

店里近两斤重一只的麻油鸭，有时
候一天能卖出去几十只，逢年过节的时
候更多。

“这个麻油鸭味道绝对OK，微咸的
口感里带着淡淡的甜味，肉很有咬劲，
啃完了肉再嗦一下骨头，里面还有不少
汁水嘞。”金大妈住在附近的小区，是这
里的常客，隔三差五就要来买上半只麻
油鸭解解馋，“分量很足，半只我们一家
子一顿还吃不完。”

当然，店里的五香牛肉也堪称一
绝。

老戴的牛肉湿润、红亮，卤汁裹在
外面，好像抛了一层亮莹莹的光。瘦
肉绵糯细密，肉筋都快要融化了，带着
胶质的粘感，酱味钻进了每一处地方，
外层酱香浓郁，连肉心最深处都有淡
淡的咸鲜。不少顾客即便搬了家，还
会驱车几十公里赶过来，就为了这一
口。

对于“秘诀”，戴世领说不出个所以
然：“卤牛肉的步骤都一样，提前清洗后
腌制，焯水去腥，加入配料，大火煮沸开
卤，再转小火久煮，关火后静等汤汁冷
却。要说配料也就是菜市场上都能买
到的。”

但真要说心得，他告诉记者四个字
——“真材实料”：肉是上好的肉，牛肉
要选整条的金钱腱，这种肉嫩筋韧，松
弛有弹性，口感更加平衡；另外，卤水的
甜度和咸度都不能很出挑，得均衡，需
要根据牛肉本身的嫩度控制火候和时
长，使得保持整体平衡温润的酱香味

型。
而这也没有确切的方法，全仰仗着

几十年的老经验了。

一家人只为一个店

34年前的1990年，戴世领和妻子
从老家河南来到萧山，成了“萧漂”。

“最开始是听二叔介绍，说这里
发展很不错。”老戴师傅的二叔从部
队退伍后来到萧山发展，几年后事业
初具规模，便推荐老家的亲戚也过来
闯闯。

彼时的老戴，四十岁不到，一身力
气，在老家做着杀牛、煮肉、售卖的行
当。“其实也就是农民，除了这些，种地、
双抢、卖粮食，这些活也都得干。”他一
边说着，手上的刀也不落下，三两下一
盘牛肉便工整地切好、装盒，递向小窗
外。

来到萧山以后，他和妻子凭借着自
己的手艺开了一家卤味店。

苦！经营卤味店的戴世领太懂这
是什么滋味了。

比如颠倒的作息。
每天凌晨一点就得起床，将提前清

洗好的食材处理、烹煮。调味三十多年
来，都由戴世领的妻子亲自拿捏，天蒙
蒙亮，第一波卤味也算是出锅了。

除了麻油鸭、牛腱子，当天售卖的
蜜藕、大肠、肉冻、鸡爪、牛肚、花生米等
十几款卤味小吃也都得准备齐全，以便
能赶早出摊。

这样的日子，没想到这一过就是
三十四年。戴世领也在这里安家定
居，角色从父亲转换到公公、爷爷；从
两人支撑，到一大家子为这个小店奔
波。

这几年，儿子小戴和媳妇的加入，
让店里多了人手，凌晨煮肉看火候的工
作，便由儿子小戴负责，白天老戴和儿
媳张罗生意，傍晚一家人再交接一下，
轮流休息。

生意日益火爆，新客老客一个接
着一个，“忙”成了他们唯一的生活内
容，围着店里的生意，一家人很难有独
处的时间，但又似乎无时无刻形影不
离。

“一家子齐心协力才能过得更好，
现在可比以前轻松多了，日子好过不
少。”老戴师傅正了正头顶的厨师帽，花
白的陶瓷假牙下藏着满意的笑。

卤味的神奇魔力

对于大部分萧山人来说，东门农贸
市场和普通菜市场无异，门口是蔬菜，
走到底才是卤味，对于有些人来说，这
里有着别样的感情。

戴世领一家如此，对于忘不了这味
道的人来说，亦是如此。

在采访时戴师傅跟我们分享了一
件很有意思的事，他告诉记者，一位七
十多岁的大伯，原本住在附近，是这里
的常客。很长时间不来，才得知出了车

祸，还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病。
“那天他老婆牵着过来的，说什么

都不记得了，就还记得东门市场有个老
戴师傅，要去买点卤牛肉。”戴世领摇了
摇头，“开店年数多了，有些客人真的挺
难忘的。”

“要说委屈，那肯定是有的。”媳妇
段艳丽抬起头，她从老家来这里也二十
多年，一口萧山方言的流利度胜过家乡
话，“好在现在有监控，可以避免一些不
必要的误解。”

三十四年风雨，他们见过形形色色
的人。但印象最深的事情，是一些客人
回家后发现支付不成功，回头第二天一
早赶来付款；有从滨江、余杭，穿越大半
个杭州，开车几十公里赶来，为了半只
忘不了的麻油鸭；有从国外漂洋过海回
家，第一件事就来这里，带一份牵肠挂
肚的味道回去。

即便时间再久，地域再远，有这份
挂念，对于老戴师傅一家，似乎已经十
分受用。

至于未来，老戴一家暂时没想过开
分店，“精力不够，找别人做也不放心，
做出来的口味肯定不一样。”

此前，有其他菜市场邀他们入驻，

摊位新，人流大，生意说不定更红火，但
老戴婉拒了：“这里比较熟悉，一些老客
人大老远赶过来，到时候扑了空也不
好。”

在生活面前，在压力面前，人们的
抉择往往充满无奈。但老戴师傅却并
不是这么想，在他看来，每一个决定都
自有道理，无需愧疚遗憾。

在萧山像“老戴卤味”这样的店
还有很多。中国人讲究成家立业，而
对大部分普通人来说，这个“业”，可
能只是一家不起眼的小店。他们没
有花里胡哨的宣传广告，也没有重重
套路的营销手段，他们靠的是真材实
料的品质和让每一位顾客都放心的
理念。

不只是生意，更是生活，他们经营
的，是吃食，更是人心。

这些开了几十年的老店，开在满是
市井气息的大街小巷，简单而朴素，却
有种莫名的亲切感。时光流逝，岁月蹉
跎。它们在众人心中依旧是最初的样
子。

一店、一家、三餐、四季，没人愿意
辛苦，除非为生活。奔波有期盼，历经
时间坚守味道，就是传奇。

“以廉入戏”！

绍艺中心原创小戏
《萧山相国》即将精彩开锣

本报讯（记者 林青颖）都说“Z世代”会玩，
没想到，当他们进入职场后，居然连奶茶附赠品
——外卖袋也玩出了新花样。

近日，社交平台上流行起把奶茶外卖袋当成
通勤包。曾经喝完就扔的袋子，在年轻人的手里
成了能循环利用的“宝物”。好看、实用、高性价
比……“奶茶通勤包”怎么俘获年轻人的心？

萧山的汪女士便是“奶茶通勤包”大队中的
一员。“现在奶茶店够卷，包装袋是做得越来越
精致了，特别是印花好看的袋子，让人很有收集
欲。”她的第一只“奶茶通勤包”，是来自奶茶品
牌霸王茶姬的外卖袋，用了一周的时间直到把
袋子用破。“用破了直接扔，不心疼，更适合现代
人的快节奏生活。”

记者在观察了大量的分享帖后，发现时尚、
容量大、保温、实惠等，是多数网友对奶茶袋“情
有独钟”的原因。作为门面般的存在，多数奶茶
店会在包装袋上花心思设计，尤其是在奶茶品
牌联名时，时尚好看的图案也会同步更新到包
装袋上，这让不少年轻人爱不释手。此外，接外
卖单的奶茶店做热饮时，为了能保证饮品在外
卖运输中保持温度，一般都会使用保温袋，且这
种袋子的容积大部分都是两杯奶茶，这也使得
袋子有了厚实、容量大的特点。

不过，当成“通勤包”还算是奶茶袋子的普
通玩法了。社交平台上，网友们“各显神通”，进
阶改造不断，把一只普通的袋子折腾出了五花
八门的模样。收纳袋、纸巾盒、雨伞包、手编扇
……各种日用品在网友手下诞生，不仅如此，还
有人做起了大工程，把奶茶袋子用到了制作猫
窝上。主打就是一个“把实用主义贯彻到底”。

当然，一开始觉得不能理解的声音也有。
有网友认为，改造既花时间又费力气，且可使用
的时间也不长，最终还是要扔进垃圾桶，岂不是

“抠”到最后一无所有？但随这样的废物利用、
旧物改造的实例越来越多，不理解的声音也逐
渐变小。

这种现象也被戏称为“年轻人的血脉觉
醒”，开始延续起老一辈的习惯。而所谓的越来
越“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也折射出当代年轻
人消费观念的改变，体现了绿色低碳节俭在社
会上蔚然成风。

萧山大伯“失了忆”还记着这一口……

这家菜市场里开了三十多年的老店不简单！

年轻人的血脉觉醒？

奶茶外卖袋玩出新花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