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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下，各类风格不同的小摊
前都亮起了灯光，让整个市集的氛
围变得更加柔和动人。手作人陈逢
囍正在自己的摊位前制作精美的书
签。她拿起毛笔，在裁剪好的纸张
上工整地写着瘦金体，面前的桌台
上摆放着扇子、挂件、书签等商品，
这些都出自陈逢囍之手。

小摊由陈逢囍和老公刘先生两
个人经营。陈逢囍负责制作，刘先
生负责售卖。除了制作有书法特色
的书签，陈逢囍还会根据顾客的要
求，为他们定制自己家萌宠的小摆
件。“主要是因为我老婆喜欢做这些
手工，我们就决定参加这个活动。
平常我们在家里制作，周末就过来
摆摊。”刘先生面带微笑地对记者
说，“我们很喜欢瑞光这里的氛围，
晚上人比较多，活动也比较多，也能

交到朋友。”
陈逢囍不时和周围的摊主交谈，

或是给游客介绍自己的作品，真正把
向往的生活融入了事业当中。

今年 28岁的本地姑娘笛子，也
是众多原创摊主中的一位。笛子在
大学读美术专业，因为热爱做文创所
以选择加入瑞光市集。“我现在是全
职做文创，这些都是我设计的作品。”
笛子一边展示摊位上琳琅满目的商
品，一边介绍。当问及盈利情况时，
她说：“这个得看顾客和摊主的缘分，
一般一天收入一二百块钱。”

笛子说，这些来摆摊的设计师
都要经过筛选，标准就是作品必须
是原创。活动负责人一般会将摊主
分为AB两组，每周轮换摆摊，相当
于每个摊主一个月有两次参与市集
的机会。

农家书屋“小阵地”
精神文明“大粮仓”

本报讯（记者 谢鹏飞 通讯员
张义卓）走进上街区工业路街道朱
寨社区农家书屋，琳琅满目的书籍
整齐地排列在书架上，涉及农业、经
济、科普、科技、少儿等多个类别。

“今天社区图书室来了一批新书，而
且种类丰富，我趁着空闲特地来看
看书。”朱寨社区居民王大爷说。

工业路街道持续深化精神文明
建设，加强辖区农家书屋“软硬件”建
设，以文化阵地为平台、主题活动为特
色、图书资源为依托，积极探索“农家
书屋+”模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让
农家书屋“活起来”“用起来”“红起
来”，让文明新风吹进千家万户。

昨日，记者走进通航社区的农
家书屋，这里正在开展红色经典阅
读活动。居民相互沟通交流，分享
读书的乐趣。“金屋银屋都比不上我
们农村的书屋。平时和大家来这里
一起参加文化活动，了解红色历史，
兴趣爱好也得到了发展，生活也很
丰富了。”通航社区居民李阿姨说。

工业路街道通过“农家书屋+
网格化治理”的模式，引导居民到书
屋内拉拉家常，聊聊生活，在书屋内
解决“小矛盾”，理顺“小纠纷”，带领
居民一起读书。

目前，工业路街道拥有农家书
屋 2个，藏书 13900多册，今年以来
开展各类阅读活动30余次。

本报讯（记者 唐善普 通讯员
贾静 文/图）“这套贴纸再便宜点，
加上这本科学画报，我出5元。”“九
成新的智力玩具，物美价廉，不要错
过啦”……昨日，在中原区棉纺路街
道天汇北社区联合辖区学校举办的
一场属于孩子们的跳蚤市场上，一
个个稚气的小老板和貌似老成的小
顾客，在一次次讨价还价的唇枪舌
剑中，体会到做生意的不易，学到了
推销产品、与人沟通的技巧。

社区为了让孩子们体验当“老
板”和“顾客”的乐趣，学会使用人民
币，提高语言表达和沟通交往能力，
感受购物的快乐，组织了这场“跳蚤
市场”活动。孩子们把舍不得丢掉
的玩具、书籍等物品拿出来卖。孩
子们认真讲解售卖的商品、你来我
往地砍价，忙着收钱、找零钱，甚至
喊出“买一送一”来促销，体会别样
的乐趣。孩子们的表现让人刮目相
看，不仅能准确为商品定价，还能灵
活揣摩买（卖）心理，在与人沟通交
流中展示自己。

“孩子们做老板、当顾客都像模
像样的，培养了他们减少浪费、实现
资源共享的经济意识。这活动越多
越好啊。”带着孙子来捡漏的居民孙
先生乐呵呵地点赞道。

你当老板 我来砍价

瑞光周末市集：

打造原创 分享热爱 充满活力
暮色渐至，晚风阵阵，隐隐约约的音乐声从远处不时传来。在二七区二环支路35号，一群年轻人乘着夜色和微风，约上

三五好友，奔赴一场充满乐趣的文创市集。这里就是瑞光创意工厂的周末市集。
6月1日下午，记者来到瑞光创意工厂的周末市集，眼前是一幅生机勃勃的画面。这里，不单是一个市场，更是一个汇聚

年轻活力与创意潮流的磁场。集市早已人声鼎沸，一群群个性的年轻人在这里驻足。不远处一个小型广场中，一支充满活力
的驻场乐队正站在简易舞台上倾情演奏。

这样的场景，不仅为周末市集增添了几分艺术的气息，也让每一位参与者在忙碌的都市生活中找到了放松与愉悦。

打造原创市集
引起新一波“赶集热”

瑞光创意工厂的大门口，一面
写着“瑞光周末市集”的广告旗帜格
外醒目。街道上摆着很多家风格迥
异的小摊，售卖着各种各样的文创
产品，引得人们好奇驻足。

1983 年 10 月 16 日，瑞光印刷
厂创建。随着时代变迁，企业搬迁，
如何安置留下的老厂房成为一个问
题。最终，企业负责人决定将这里
改造成文创产业园，以“创意、创业、
创新”为导向，涵盖了创意设计、广
告传媒、文玩收藏、电子商务等多种
产业，并改名为“瑞光创意工厂”。

招商运营部的王辉告诉记者，
2017年瑞光开始全部改造，打造文
化创意园。近期，由于年轻人周末
市集大火，开始和不同风格的设计
师合作，致力于打造完全原创的文
化市集，创造一种更受当下人们喜
爱的生活方式。

“市集”一词最早可追溯至商周
时期。据《周易·系辞》中记载，“日
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市集在 3000
多年前的人们看来，是为满足生活
需求创造的产物。2004年，一本名
为《创意市集》的书籍详细介绍了伦
敦Spitalfield’sMarket跳蚤市场以及
在市场摆摊的16位新锐设计师和艺
术家，第一次把“创意市集”的概念
带入中文语境。如今，这股“创意市
集”的风也给瑞光带来了新的气象。

“我们日常的场次是 50家，大
的节假日是140家。”王辉介绍，“我
们主要以作品本身为主，通过公众
号发布招募信息，让设计师报名，让
入选的参加。我们的 slogan和对市
集的定位是‘分享热爱’和‘不止于
物品买卖，更是社交聚集地’，希望
更多的人知道文创、了解文创。”

如今，瑞光周末市集开始被更多
的人了解。人们非常愿意来这里逛市
集、听音乐、拍照打卡或是citywalk，用
年轻人喜欢的方式娱乐放松。

王辉说，活动期间人流量都比
较大，单日的话会达到 3000到 5000
人次，节假日会更多。目前，瑞光创
意工厂通过举办市集活动，鼓励更
多的设计师参与加入。

在今年五一节假日期间，瑞光
举办了“春风生活节”的活动，邀请
了140多家品牌或创作者，并推出了
由100张原创海报组成的海报墙，供
游客拍照打卡。

参与市集的除了原创产品，还
有占比约三分之一的美食摊位，让
游客在体验原创文化的同时，也能
得到味蕾上的满足。

王辉告诉记者，主办方不会向
设计师收取摊位费，盈利的部分归
设计师所有。周末的总盈利额在
1000元左右，像五一这样的节假日
在2000元到3000元左右。

在谈及游客对市集的反馈时，
他表示在活动举办期间，经常可以
看到在市集活动更新后有熟悉的面
孔来访，这也是他们每一次要有一
点进步的动力源泉。

在这里，他们不仅放松心情，更
是在社交与交友中不断拓展自己的
生活圈，收获了意想不到的惊喜与成
长。这样一个融合了艺术、文化与社
交元素的市集，正以其独有的魅力，
成为都市青年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记者 黄栖悦
实习生 勾泽萱 文/图

文创园变成设计师的汇聚地

不断升级，让市集文化蔚然成风

不少年轻人来瑞光创意市集打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