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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图 日前，位于陕西省西
安市大雁塔脚下的西安大唐不夜
城步行街游人如织。近年来，这
条步行街突出历史文化特色，创
新打造文化浓厚的现代时尚街
区，已成为西安旅游新地标。

赵 晨摄（中经视觉）

下图 7 月 25 日，市民在河
北省石家庄市裕华区火车头步行
街游玩。石家庄市一家文化旅游
公司将淘汰的两列绿皮火车 17
节车厢加以改造，打造以火车文
化为主题的商业综合体，为市民
带来了独特的休闲体验。

新华社记者 王 晓摄

编者按 在商务部近日召开的步行街改造
提升工作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务部有关负责
人表示，将用3年左右时间，在全国培育30条至
50条环境优美、商业繁华、文化浓厚、管理规范
的全国示范步行街，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
的需要。据介绍，从2018年底开始，商务部在
11 座城市开展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工
作。近日，首批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中的南京
夫子庙、杭州湖滨路、重庆解放碑、成都宽窄巷
子、西安大唐不夜城5条步行街被商务部命名
为“全国示范步行街”。

如何通过改造提升，让步行街更具活力？
一些读者来信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和建议。

做足做优“金街”成色

每一座城市，一般都会有一条或几条比较
热闹的步行街令人流连忘返。这些步行街聚人
气、汇商气，承载市民消费、牵萦城市文化，是城
市靓丽的“金街”。改造提升步行街，进一步把

“金街”的成色做足做优，既顺应广大市民对美
好生活的需求，也是摆在城市治理者面前的一
道“考题”。

答好这道“考题”，需要统筹规划、建设、管
理等各项工作，兼顾资金、业态、人气等各种要
素。步行街选址既要考虑到城市布局、功能和
交通，又要兼顾历史文化和产业，突出商业特点
和人文特色。应当广开言路，倾听市民、商户、
专家等群体意见，尊重历史、立足当下、放眼未
来确定选址规划和改造提升方案。特别是步行
街打造提升并不是推倒重来，而是坚持集中集
约建设原则，在既有步行街基础上提升，予以保
护性改造，不贪多求洋、贪大求快，不搞“形象工
程”和“面子工程”，着力打造各方受益的“百年
步行街”甚至“千年步行街”。

在步行街具体改造建设中，尤其要注重打
造周边交通体系，做到地上与地下结合，天桥、
地下通道、公交车与轨道交通建设相结合，实现
人员安全、有序、快速集聚或疏散。从步行街长
远发展看，既应注重步行街带状区域打造，也要
注重步行街周边大环境、大功能配套，带动形成
以步行街为走廊的城市块状经济区域。

步行街打造和建设很重要，管理运营同样
重要。政府部门在加大资金投入的同时，也要
加强政策引导，充分调动社会资本和社会力量
参与积极性。人气就是商气，是步行街最宝贵
的财富。政府应当聚焦开放式、互动式、体验式
业态，充分调动市民参与的积极性，以源源不断
的人气聚集商气。

（作者孙晓东，山东省平度市融媒体中心）

改造助力消费升级

通常，城市的步行街是一个区域文脉传承
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在消费升级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然而，一些城市对步行街却疏于升级改
造，导致当地步行街陈旧冷清，无法释放应有的
功能效应。还有些城市管理者只是功利性地满

足营商需要，在升级改造时
套用主题街区模式，结果步
行街沦为了“商业街”、陷入
了同质化。

对步行街来说，升级改
造滞后，或者只注重外部环
境改善，却拿不出多少顺应
时代发展的新东西，都注定
会让人审美疲劳，进而降低
对步行街的期望值，不利于
步行街发展和居民消费热情
释放。

令人欣慰的是，很多城
市意识到了这些问题，不再
一窝蜂搞复古，也不再一窝
蜂地发展美食街，有的还抛
弃了盲目搞主题街区的思路，将发展眼光转向
主要商业中心的背街里巷，通过城市更新、业态
改造等方式盘活发展空间，延伸和补充主街功
能，从线到面，形成互补的商业生态。于是，一
些城市出现了一条商业街背后有强大“后街经
济”作为支撑的可喜局面。

近日，西安大唐不夜城等5条步行街被商务
部命名为“全国示范步行街”。据笔者所知，西
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本着“突出业态创新、提升
商业品质、促进消费升级”理念，着力提高品位
商业、引进品牌商户，同时配套教育培训、文化
娱乐、时尚书店及特色民宿等，周边新业态呈现
出百花齐放局面。相信这些步行街将成为城市
消费的名片、高质量发展的平台和对外开放的
窗口。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形势下，各地
积极培育文旅消费集群、发挥特色文旅优势，打
造夜间休闲旅游品牌、挖掘步行街消费潜能等，
也将有力提振居民消费热情，助力经济发展。

（作者贺成，贵州省兴义市瑞金南路34号）

升级并非走向奢华

商务部将南京夫子庙等5条步行街确认为
“全国示范步行街”，不仅反映了步行街在经济
社会生活中的意义非同小可，也说明步行街升
级改造及管理确实值得重视。

这5条“全国示范步行街”的共同特点在
于，依托所在城市的某一个或多个知名古建筑，
在融文化、休闲、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基础上，逐
渐形成了符合市民消费、娱乐习惯且具有代表
性的核心商业区域和特色街区。通俗地说，“全
国示范步行街”有好吃的好玩的，本地人、外地
人都愿意去，消费场所及其商品都可以信任。

有一点值得提醒，推进步行街升级改造，不
应在追求创新或个性特色时，将其升级改造为
奢侈消费、豪华消费场所，成为“高端人群”的乐
园。若步行街距离平民百姓游玩、欣赏、消费习
惯太远，或者追求过高的人均消费标准，恐怕就
会出现“曲高和寡”现象，偏离步行街升级改造
的初衷。

从相关实践看，由于管理不善、措施不力，
有些城市的步行街白天乱哄哄、晚上臭烘烘（垃
圾遍地）。所以，步行街升级改造要与“建设美

丽城市，打造幸福家园”结合起来，在营造文化
氛围、倡导文明经营、共建卫生环境上多努力；
商家服务也要上台阶，产品质量要信得过，经营
服务要靠得住，不断优化步行街营商环境、消费
环境和管理手段，让游客快乐消费、满意而归，
也让周围居民正常生活不受影响。

（作者卞广春，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浦江东路）

立足地方文化特色

笔者曾到过西安大唐不夜城，总的感觉就
是这里不愧为游客赞誉的“盛唐天街”。置身其
中，满满的盛唐元素，处处透露出盛唐之风，这
里也成为体验大唐文化的首选之地。笔者认
为，步行街建设虽然“千门万户”，但依托本地优
势资源，立足文化元素和地方特色来发展的步
行街，还是能优中取胜。

一个地方的步行街，不仅应该在商业上是
一道亮丽风景线，更应该传承地方文脉，传递人
文价值，成为地方历史记忆的精神家园。有些
地方一窝蜂建设步行街，很有可能带来同质化，
造成审美疲劳，降低游客期望值。大唐不夜城
的成功，就在于立足地方特色，尤其是作为盛唐
古都所具有的历史文化资源。无论文化雕塑，
还是整个步行街仿唐文化建筑风格，无不透露
出有别于其他步行街的特色，使得这里成为最
具盛唐文化风味的城市名片，吸引了很多游客
前来“打卡”。

相比于商业、娱乐等可以仿制的模式，文化
是一个地方独特的“DNA”，是“人无我有”“优
中取胜”的特色优势，更是吸引游客“打卡”体验
的新鲜感来源。立足于本地特色文化建设的步
行街，能在步行街的“烟火气”之上增添人文魅
力，让外地游客感受到文化韵味。在文化展示
方式上，也可以做出特
色，增强游客的体验
感与参与感。

（作者
李育蒙，
广 东 省
广 州 市
越秀区
广州大
道）

商务部日前公布了首批5家“全国示范步
行街”，南京夫子庙步行街入选。作为示范步行
街创建工作的亲历者，我认为夫子庙入选的优
势在于，对历史文化的深度挖掘以及与商业、旅
游业有机融合。通过改造提升，拥有近1700年
历史的夫子庙街区焕发了新活力，2019年客流
量达5477万人次，同比增长12.4%，2019年街
区总营业收入达58.5亿元，同比增长14.9%。

我们以彰显文化内涵作为夫子庙步行街改
造提升的重要抓手，努力在打造文化地标、塑造
文化品牌、强化文化交流上下功夫。我们整体
搬迁南京市中医院和5个小商品市场，置换出
约8万平方米，打造中国科举博物馆及文化商
业配套设施，构建“儒学+科举”两条文化中轴
线。2万平方米的“秦淮礼物”店，8000余款文
创产品琳琅满目，这里正在打造全国最大的科
举文化主题文创产品集散地。

我们拿出2000平方米街区空间，建设非遗

展示体验馆，并且在夫子庙东、西市集聚一批民
间手工艺人，传承发展各种濒临失传的老工艺、
老手艺。改造后的龙门创意市集网红街，涵盖
30个原创文创品牌，形成了新文旅展演、新文
创消费等“潮业态”。

我们积极打造“状元大讲堂”品牌，邀请知
名专家学者做客步行街授课，2年时间已举办
36期讲座。在秦淮河畔，我们建设了小剧场
群，推出了越剧《桃花扇》《乌衣巷》，实景戏曲演
出《金陵寻梦·夜瞻园》等文化产品。同时，举办
文化科技嘉年华、“桨声灯影秦淮河”国际论坛
等丰富文化活动，彰显夫子庙文化特质，吸引聚
集人气，带动商机，促进文旅商相互融合。

此外，夫子庙夜经济正加快发展，秦淮小吃
城提档升级，非遗展示体验馆和小吃博物馆已
建成……通过激发商旅文融合活力，夫子庙步行
街正将“故事线”变为“旅游线、产品线、消费线”。

（蒋 波整理）

在当前线上销售十
分活跃的形势下，步行
街要想能更具商机、更
有活力，必须在改变

“ 开 市 即 营 ， 散 市 即
归”传统商业思路上做
文章，由商品营销向展
现文化特色转变，着力
增添文化时尚元素，创
新 “ 文 化 + 文 创 + 商
业”模式，打造具有浓
厚文化氛围的创意商业
街区。街区要从原本的
单一商卖功能向集餐饮
娱乐、观光休闲、艺术
赏析、旅游体验等多功
能于一体转变。同时，
还应积极顺应电子商务
趋势，积极打造“线
上”的商业步行街，以
优质商品供给和服务，
让那些到过商业街的人
成为“线上商业街”的
回头客，进一步提高消
费黏性及关注度。

——周荣光，陕西
咸阳市秦都区玉泉东路

时下，很多城市都有步行街，
但让人去过以后留下深刻印象的却
不是很多，大多数步行街主色调都
是“购物”，清一色的商业街，基
本是“千街一面”。改造提升现有
商业步行街，需努力在彰显个性上
下足功夫，让去过步行街的人留下
美好而深刻的印象。人们休闲漫
步于步行街，不只是购物品尝特
色小吃，还要考虑到精神层面的
需求，感受当地的历史文化、风
俗人情、建筑风格等。总之，步
行街的个性越彰显，才越能吸引
人，才能让人们记住这条街，记
住这座城市。

——石志新，山东省威海市海
洋与渔业监督监察支队

为规范食品标识标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
见稿）》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网站上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
稿提出，对于食品中不含有或者未使用的物质，以“不添加”

“零添加”“不含有”或类似字样强调不含有或者未使用的内
容，食品标识不得标注。

眼下，许多食品包装上都标注有“零添加”“无添加”等字
样。在一些消费者看来，这类食品食用起来更安全放心。殊
不知，这不过是厂家使出的障眼法。

目前，市场上食品宣称“零添加”的主要有两种，一是生产
标准中允许添加而不添加。这种情况多是厂家使用其他替代
方法，未必更健康安全。比如，有些标注“不含防腐剂”的食品
是通过添加大量盐和糖实现长期保存的，经常吃这样的食品
会带来高血压、糖尿病等疾病风险，对人体的危害可能超过合
法添加的防腐剂。二是未添加非法添加剂。一些添加剂本来
就不属于合法的食品添加剂，不应该出现在食品中，如果刻意
标注，不仅多此一举，还会误导消费者。

事实上，现代食品工业离不开食品添加剂，真正“零添加”
的加工食品几乎不存在。一些厂家故意“突出其无，回避其
有”，不仅误导了消费者，还对同行产品形成了不正当竞争
优势。此外，有的厂家标注“不添加”“零添加”后价格水涨船
高，让消费者当了冤大头。食品不得标注“零添加”等字样，堵
住了厂家玩文字游戏的漏洞，也有助于引导消费者正确认识
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并非洪水猛兽，需要防范的是非法
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只要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不仅不会
危害人体健康，反而有利于食品外观、口感及保存。

（作者单位：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委老干部局）

为推动废旧轮胎综合利用、引导行业持续健康发展，工信
部日前印发《废旧轮胎综合利用行业规范条件（2020年本）》，
从技术装备和工艺、生态环境保护、产品质量管控以及安全管
理等多方面提出了规范要求。

我国是汽车大国，全国汽车保有量达2.7亿辆。据统计，
2019年我国废旧轮胎产生量约为3.3亿条，折合重量1000多
万吨，且每年报废产生的废旧轮胎量以6%至8%的速度增长。
此前多年，我国废旧轮胎回收利用率并不高，废旧轮胎处置不
当，会造成资源浪费，还会对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构成威胁。

近年来，我国废旧轮胎综合利用快速发展，废旧轮胎回收
利用率逐年提升，“散、小、污、乱”等行业乱象得到较大程度遏
制。不过，要使废旧轮胎得到更好利用，还要完善相关规章制
度，提高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效率。比如，在保护环境基础上，
开发更多可再生资源，加强环保轮胎研发和生产；尽快出台相
应强制性翻新标准，要求企业加强质量保证，对产品循环利用
负责；加强废旧轮胎资源化再利用，努力延展其生命周期。

废旧轮胎综合利用是为了实现资源可持续利用，也是建
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应有之义。随着行业规范逐步实施，废旧
轮胎综合利用必将前景向好，废旧轮胎也将由过去的“黑色污
染”逐渐变成“黑色黄金”。

（作者地址：湖南省常德市安乡县深柳镇）

7月27日，安徽省滁州市南谯区人武部征兵体检站，应征
青年正在参加体检。当日，该区244名报名参军的适龄青年，
分三批参加“一站式、全封闭”体检，这些应征青年85%以上具
有大专以上学历。 董 超摄（中经视觉）

7月13日，应征青年在贵州省贵阳市南明区征兵体检站
参加征兵检查。该区严把征兵体检质量关，挑选有多年体检
经验的医护人员组成体检组，对符合初审条件的应征青年封
闭式体检，为部队选送优秀兵员。 赵 松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