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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寅年七月十四

2022年8月 11 星期四 A13

羊城晚报讯 记者张闻、通讯员邝
晓慧报道：8 月 9 日晚，佛山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南海分局桂城市场监督管理
所发出消费警示，提醒顾客购买翡翠
玉石应提高警惕。

警示称，近年来,随着“直播带货”
的销售模式迅速发展，越来越多消费者
通过“直播间”购买金银珠宝等首饰。
由于翡翠玉石制品质量良莠不齐，直播
带货中虚假宣传、以次充好等情况时有
发生，容易引起消费纠纷。2022 年上
半年桂城市场监督管理所共受理关于
网购翡翠玉石制品投诉举报 2790 宗，

其中与直播带货相关的 2106 宗，占
75%，投诉原因以消费者认为货不对
板、收到货物与价值不符的原因居多。

警示称，翡翠玉石特别是原石或
毛坯，本身的特性决定了该商品存在
不确定性。玉石在直播间聚光与色
光效果下呈现的效果与日光下鉴赏
差别很大，隔着屏幕很难分辨石头特
性，导致玉器直播带货“翻车”事件屡
见不鲜。

针对消费者在网购玉器时反映较
多的问题，桂城市监所建议，切勿在网
购时轻易与商家进行私人定制翡翠首

饰交易，不建议消费者在直播秒杀时
冲动定制翡翠玉石等商品；消费者在
购买翡翠玉石时要掌握一定的鉴别方
法，或者与懂行的朋友一起选购；不
要轻信广告标语或跟随主播带货节
奏，观看直播确实有必要购买的，消
费者应保留直播视频，对于直播中提
到的翡翠术语应再三确认，避免产生
争议，切忌冲动消费；在选购时要注
意商家的信誉度，网购时选择正规、
知名度高的平台，采取第三方支付方
式。同时，建议消费者保留购物凭证
以备维权。

一条老街一段历史，承载着几代人的记忆。每一座小
镇，总会有那么几条老街，不论繁荣、沧桑都屹立在时光的
长河里，述说岁月的故事，记录城市的变化。上世纪四五十
年代，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西城社区的西城大街，曾
是附近有名的“西城墟”，走南闯北的八方客商云集于此。

青砖素瓦，雕花屋檐。褪去昔日繁华，西城大街如今繁
华不再，仅剩清晨小墟市的片刻热闹，让人仿佛置身过去。
未来，南海区丹灶镇将积极挖掘西城社区的人文历史，对旧
街进行改造提升，打造一条新的商业街道，让其成为“有为水
道”重点景观节点和网红打卡点，进一步推动城乡融合发展。

上半年网购翡翠玉石制品投诉举报中直播带货相关占比75%

桂城市监所发出翡翠玉石消费警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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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方客商

曾云集“西城墟”

壹

水路发达造就老街商贸繁华

叁 未来将打造全新商业街

八方客商曾云集
藏在记忆里的繁华

南海丹灶西城大街：

●禅城塔坡街

未有佛山，先有塔坡。塔坡街
位于禅城区祖庙街道辖区，是佛山
最古老的街道之一，迄今有1000年
的历史。塔坡街是 1952 年改的名
字，它由此前的风箱街、文昌直街、
文昌大街、卖箩巷、面粉街组成。

如今的塔坡街依然清静，几条
老街巷交错，多半是旧时青砖大
屋。街口有建筑外墙刷成白色，绘
有旧时田园阡陌风光，牧童悠然，上
有“佛山初地，牧唱遗风”八个字。

●禅城快子路

佛山禅城区老城中心有条充满
墨香韵味的老街，街坊们亲切地称
之为“挥春街”，它的学名叫“快子
路”。快子路上，没有恢弘的建筑，
却在青灰色骑楼下的临街两侧或贴
或挂着不同尺寸大小的大红纸张，
上书单字、对联、美句，一张张，一幅
幅，字体不一，气势不减，承载着佛
山人对开业、嫁娶、新年等所有美好
的祝福与记忆。

据介绍，快子路得名于“快子
街”，与筷子有关，但“筷”是衍生字，

“筷”被写入字典之前写为“快”。在
佛山人心中，快子路的谐音与“快生
贵子”同义。此外，本地人婚庆嫁娶
的必备项目之一，就是绕快子路和
附近的莲花路走一圈，取“连生贵
子”之意。该路从1936年拓宽开通
至今，其间几易其名，直到2015年官
方决定正式采用“快子”两字，这才
算尘埃落定。

●南海盐步直街

明崇祯五年（1632年）“出生”的
南海盐步直街，旧砖瓦砾，处处述说

“当年情”。如今，老街上的每一栋老
房、每一间商铺，都无不述说着街坊
们的“集体回忆”。据介绍，蜿蜒弯曲
的盐步直街，是当年佛山通广州的

“唯一之路”。旧时的直街如同如今
的广州北京路，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一直是南海人对盐步直街的印象。

街上现存的大多都是数十年街
坊老店，满满的都是记忆里熟悉的

“邻里味道”。时光飞逝，老街两旁商
铺林立，当年的热闹情景并没有改
变。有如1985年开业的能记烧腊，如
今老店早已换新颜，但依旧是街坊们
饭点“斩料”加餐的首选之地。

●三水察院街

位于西南街道河口社区的察院
街，是三水老城现存最古老的街巷，
也是当时三水老城12条主要街道之
一。街上有县署、学宫、常平仓、广
益仓、凤岗书院等建筑。 历史变迁
之下，学宫、考棚等早已无迹可寻，
12条街也只剩下察院街。而察院街
北段的仁寿坊，则是旧城仅存的建
筑物之一。

据考证，察院即“都察院”的简
称，是明清时期的官署名，由前代的
御史台发展而来，主掌监察、弹劾及
建议。仁寿坊则始建于1614年，重
建于 1890 年，旨在纪念乡贤李开。
李开生前乐善好施，去世时达98岁
高龄，故以谓之“仁寿”。

繁华过后，总有落寞。进
入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供销
社、信用社、医院等先后搬离，
官山涌水道也因少人使用逐渐
淤堵。远近各大商业载体如雨
后春笋、遍地开花，吸引了大部
分客流、商流。曾盛极一时的
西城大街上，沿街商铺的先后
歇业，开始步入萧条、重归宁
静。如今，只有那两排沿街的
老旧建筑依旧在“坚守”，让不
少老街坊可回想起往日风光。

“可惜，真的太可惜！”如
今，潘裕文谈起西城大街，言语
中满是惋惜和不舍，“现在还会
经常回忆起那段繁华盛景，再
看如今的冷清模样，有时也会
有点心酸。”潘裕文表示，也希
望地方政府或社区能给予重
视，将老街重新规划设计，让其
恢复往日荣光。

如今的西城大街两侧剩下
破旧的老房子，部分还被贴上
危房告知书，提醒往来居民切
勿靠近。几十年岁月变更，只
有部分年长的老人仍居住于
此。“现在清晨会有个小墟市，
村民会摆摊叫卖些简单食材，

基本满足日常需求。”岑威贤
说，“趁墟”是西城人骨子里的
习惯，街坊们都习惯了在这里
卖，也习惯了在这里买。在这

“买卖”之间，仿佛时间不曾走
远，有如西城大街往日的繁华
盛景依旧停留在街坊们的记忆
里，不曾褪色。

西城大街，是生于此、长于
此、老于此的老人们心中一去
不复返的“白月光”，也是当地
旧时商业发展的“高光时刻”。
虽然老街已没有往昔盛景，但
它仍是老西城人的“记忆落脚
点”，时时擦拭，历久弥新。“有
空我经常会去走一圈，至今都
还清楚地记得每一栋房子以前
是开什么店的，就这样从街头
走到街尾，沿街回想所在位置
当时的商铺，一间间数过去，大
半辈子就过去了。”岑威贤说。

繁华褪尽，老街即将迎来
“新生”。据介绍，未来，南海区
丹灶镇将积极挖掘西城人文历
史，以“建新如旧、修旧如旧”的
理念，对西城大街进行改造提
升，打造一条新的商业街道，让
其成为“有为水道”重点景观节

点和“网红打卡点”，进一步推
动实现城、镇、乡的有机融合。
目前，丹灶镇正全力打造全域
旅游，接下来也将从文旅角度
作为切入点，计划在西城大街
附近打造“西城创客”（体育文
创街区）项目，目前该规划处于
设计阶段。

为什么当时的西城大街
会 如 此 繁 华 ？ 答 案 就 是 ：水
因 村 而 美 ，老 街 因 水 而 兴 。
岑 威 贤 介 绍 ，上 世 纪 三 四 十
年 代 ，流 经 西 城 社 区 的 官 山
涌 水 道 宽 阔 而 水 源 充 足 ，是
当时重要的交通要道，每天都
有不少商人途经码头下来歇
脚，“西城墟”就慢慢发展起
来了。盛名在外，八方客商开
始在这里云集。

路通，财便通，水路发达也
是如此。“三间茶楼、三间金铺、
两间旅馆……猪肉店、米铺等
更是多到数不清。”回忆往昔，
岑威贤如数家珍，感叹当时盛
景。当时的西城大街繁华到什
么程度？岑威贤介绍，基本是
全天候墟市，哪怕是过了午夜，

街上还是人来人往，粥铺、理发
店依旧灯火通明，照常营业，为
踏门而进的客人提供服务。

解放后，供销社、信用社、
医院等纷纷入驻西城大街，为
西城大街吸引了更多人流。“大
街上什么都有卖，看病、卖谷、
存钱，什么业务都能办，怎么会
不旺？”岑威贤表示，人流一多，
商人们嗅到商机，自然就在此
聚集。

“一条短短的老街，拥有八
九十间沿街商铺，人流高峰时，
基本都要侧着身才能通行。”谈
起老街，西城社区老人潘裕文
同样满是感慨，那时候基本不
用出远门买东西，西城大街就
是各色货物最齐全的地方。潘
裕文还表示，当时西城大街以

谷行、碾米厂、铁木社、茶楼等
最负盛名，老街也成为外乡人
眼中向往的“西城市”，可见其
繁华程度。

如今，老街上还有一家理
发店仍在坚守着。没有豪华的
装修，只有推剪、剃刀、肥皂等
工具，仍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使用的款式，很多上了年纪的
人 ，还 是 喜 欢 来 这 里 理 发 刮
脸。这里也是不少村民谈天说
地的好地方。该店开于 1982
年，经营者游枝英回忆，“西城
大街最鼎盛的时候，白天街上
人挤人，即使到了夜半时分，还
有很多食肆、商铺营业，不少人
也会选择避开人流高峰，深夜
来剪头发，理发店经常营业到
很晚。”

步入西城大街，方正的青石板
路以及沿街老旧的房屋，似乎是它
曾鼎盛一时的凭证。对于这条老
街，不同年代的人对其有着不同的
记忆。“50、60后”印象是近百间商
铺沿街而开，到处都是“天下熙熙
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西
城墟”；“70、80后”回想的是往日热
闹非凡的大街萧条前的“最后一抹余
晖”；“90、00后”想到的场景是：窄窄
的长长的过道两边，绿萝爬满了木雕
花的门窗，夕阳斜映在斑驳的砖墙。

百余年后的今天，西城大街仍
保持原有的建筑特色。窄窄的石
板路蜿蜒不断，矮矮的木板房至今
保存完好。它们见证着老街曾经
的繁荣和辉煌，给老街增添了厚重
的人文历史感。

在老街上住了大半辈子的老
人岑威贤，经历过老街的繁荣兴
盛，也目睹了它的衰败寂寥。“当
时西城大街是整个丹灶唯一的商
贸街，街上伞店、秤店、米粉店、剃
头店、小吃店、豆腐店，一家紧挨
一家，顾客络绎不绝，从早到晚生
意十分红火，吸引了丹灶、西樵乃
至三水、肇庆的客商云集于此，这
条并不宽敞的老街每天都被挤得
水泄不通。”岑威贤对记者说起记
忆中小时候在老街的热闹生活，坦
言那时候住在街上是被人羡慕的
一件事。

“那时西城大街拥有饭馆、旅
店、茶楼、医院等各色场所，可以
说是吃喝玩乐买的‘胜地’，待上
一整天都不会腻。”西城社区老人
李全华表示，那时候的他还会每天
约上三五好友，去西城大街饮茶。
彼时大街上的西雨茶楼、冠香茶
楼、良友茶楼，都是街坊聚会的好
去处。

据介绍，除了林立的商铺，那时
的西城大街上还有一间寺庙，香火
鼎盛，吸引众多香客往来。解放前
后，寺庙被拆除改建，成为当时盛极

一时的西城饮料厂，与
西樵饮料厂、西南饮料
厂齐名，被称为“三西”
饮料厂，后因经营转
型，成为西城玻马厂。

如今，老街人流稀少，沿街商铺也不多

流经西城的官山涌，是西城大街繁华的最好“见证者”

曾经繁华一时的西城大街，如今已归平静

大街上曾经的碉楼，如今仅剩一个“底座”

碉楼门牌，如今也
成为路上的石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