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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泰和里还汇聚了 50多
家特色餐饮。地道的炭烤羊排
“驭羊大爷”，正宗老重庆味道
“曹门地摊儿火锅”，衢州鸭头，
老西郊炸鸡，豫胖子锅盔，硕爷
肉夹馍……各地的老味道满足
了各种“挑剔”的食客。

中铁·泰和里作为呈现城市

文化与地方美食的公共体验空
间，打造属于每个人的思乡食
堂。融合几代人的味觉记忆，唤
醒久违的情感联结，将成为老郑
州市井文化的聚集地。

“这里一砖一瓦都承载着郑
州记忆。”市民刘先生感触道，“我
们的老街又活了。”

进行生鲜灯摘除试点示范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
辖区内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者集中
学习《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
全监督管理办法》，劝导经营者开展
自查自纠，通过行政合规指导，将监
管端口前移，有效规避了后续监管
中的处罚风险，同时鼓励有条件的
生鲜食用农产品销售者主动更换符
合要求的照明设施，并在白沙农贸
市场和麦德龙超市进行生鲜灯摘除
试点示范，以点带面，组织周边农贸
市场和商超到示范点现场学习，并将
相关经验总结后向全区推广。

督促生鲜灯整改商户128户次

此外，在大型商超、集贸市场等
果蔬、肉类销售区域设置党员监督
服务牌，在“放心消费在中原”创建
工作的基础上，指派企业党员优先
对使用生鲜灯问题加强监督检查，
扩展投诉举报渠道。

截至 11月 7日，郑东新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共检查辖区农贸市场和
商超 183家，督促生鲜灯整改商户
128户次。

在此也提醒广大消费者，购买
生鲜时，一定要选择正规场所，在自
然光或者接近自然光的灯具下仔细
辨别鲜肉的品质。如发现经营者使
用生鲜灯造成肉质新鲜假象的情
况，可拨打12315反映。

我省首个沉浸式文商旅夜经济场亮相

火车站商圈上新，留下郑州浪漫“印巷”

在菜场看着很新鲜的肉
到家咋变样了？
关掉美颜灯，还原“鲜”模样

生鲜灯是一种冷光源照明灯
具，它的照射能显著美化食物色泽
和新鲜度，易对消费者的选购造成
一定误导。不少群众反映，“在菜市
场明明看上去很新鲜的肉，怎么到
家就变样了？”为避免此现象，自10
月23日起，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
局组织开展禁止使用生鲜灯专项排
查整治行动。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李爱琴
通讯员 刘晨飞 文/图把“火车”开进街区，能一边

欣赏中原民俗文化，还能一边体
验开放式街区购物乐趣……

11 月 9 日，随着中铁·泰
和里—印巷 1923 主题街区正
式开街，河南首个沉浸式文商
旅夜经济场在郑州火车站商圈
亮相。
正观新闻·郑州晚报记者 成燕
张倩 文/图

“印巷 1923”主题街区与我市
其他特色街区有何不同？为郑州
的文化旅游及商贸事业发展起到
哪些作用？将给广大消费者带来
怎样的购物体验？

郑州号称“火车拉来的城市”，
在中铁·泰和里主题街区外，一辆
老式火车不时发出鸣笛声，瞬间点
燃郑州人民的“回忆杀”。走进街
区内，20世纪 20年代建筑风格映

入眼帘，恍如穿越了百年。
中铁·泰和里商业街区项目分

为“印巷 1923”“唐宋梦华”“火车
时代”“记忆河南”“时空幻城”“时
光文艺”六大主题，以不同特色建
筑、不同时间和空间的场景以及中
原民俗文化为设计元素，通过街区
的置景及室内装饰移步换景，呈现
穿越时空的互动情景，凸显市井生
活气息，处处演绎城市社交空间。

“印巷 1923”开街当天，多个
沉浸式演艺节目，吸引着消费者
驻足。“这个街区比较有创意，能
让消费者沉浸在热闹繁华的剧情
中，在寻味美食、购物闲趣之时，
体验千姿百态的市井生活。”市民
赵女士说。

文化是一个地区的灵魂，旅
游是一个城市的名片。河南省文
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
年来，我省大力实施“一区一街”
工程，鼓励全省各地加大投入，支
持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发展，积

极创建文旅休闲消费街区。目
前，共培育国家级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9个，省级夜间文旅消费集
聚区 69个。今年，省文化和旅游
厅又组织发布了 30个网红打卡
点、100个文旅消费新场景。中
铁·泰和里商业街区的建成，为我
省新增了一处文旅新地标和消费
新场景。它不仅以独特的主题商
业街区形式重新链接了人们与城
市的记忆，而且以沉浸式的文化
体验为消费者展现了一幅幅生动
的历史画卷。

六大主题点燃郑州人民的“回忆杀”

“这个街区能让消费者沉浸在剧情中”

50多家特色餐饮，融合几代人的口味

主题街区外的老式火车主题街区外的老式火车

街区内，20世纪20年代建筑风格映入眼帘

监管人员在市场排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