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9月21日 星期一7
ECONOMIC DAILY

城 市

安徽合肥市深入实施老城

保护更新，推动淮河路步行街

在品牌集聚、产业融合、改革

创新和资源整合等方面的辐射

带动作用，打造集人文、人

气、时尚、智慧于一体的江淮

国际名街。

建设高水平智慧街区，淮

河路步行街已实现公共区域

5G 信号全覆盖，在公共安

全、街区管理、商业消费等领

域全面开展数字化改造，搭建

了数据管理+数据监控双中

台，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实现

“全场景引流+新消费体验+智

慧化管理”三位一体。

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全场景引流+新消费体验+智慧化管理”三位一体——

合肥淮河路步行街：改面貌 提人气
本报记者 白海星 通讯员 马娜娜

改造步行街促消费惠民生
□ 张 虎

本版编辑 陈 艳 陶 玙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老街，它是一座
城市的标志。在安徽合肥，这条街叫淮河路
步行街。

不久前，这条承载古老庐州风韵和合肥
特色的步行街，迎来了又一个“高光时
刻”——入选全国第二批12条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名单。

作为一个城市商业资源聚集地，拥有百
年商业基础的淮河路步行街，在合肥市庐阳
区深入实施老城保护更新的大背景下，改造
提升工作稳步推进。

拓展综合商业功能

淮河路步行街有着“江淮第一街”的美
誉。上世纪90年代，合肥市政府拓宽改造
淮河路东段，拓展综合商业功能，形成合肥
市第一条现代商业步行街。迎来送往，集聚
四方商贾，一派熙熙攘攘的热闹景象，让淮
河路步行街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现代商业
街区。

“街区不仅汇聚了百货大楼、鼓楼金
座、银泰中心、百盛等大型商场，还有
60余家老字号以及李鸿章故居等一批历

史和人文景观。”庐阳区老城办相关负责
人介绍。据统计，目前，淮河路步行街共
有 1500 个商户、14 家大型综合体、近
400个知名品牌，占据全省90%奢侈品市
场份额。其中，2019 年，淮河路步行街
区营业额达82亿元，客流总量达4500万
人次。

傍晚时分，随着步行街人流量不断增
加，位于淮河路步行街西段鼓楼巷的店家
也开始忙碌起来。这条长约 85 米的小
巷，刚刚完成了一次改造提升。如今，崭
新的建筑立面，融入复古元素，各类网红
特色餐饮坐落其中，别有一番风味。“这
条巷子现在好看多了，艺术氛围也很浓，
让人眼前一亮。”在附近工作的陈女士
表示。

据了解，鼓楼巷改造只是淮河路步行
街改造提升项目中的一项。在改造提升方
面，庐阳区立足淮河路步行街街区特色，
在《合肥市老城区城市更新规划》《四牌楼
大商圈产业提升规划》等规划研究的基础
上，先后完成了街区总体规划及交通、景
观、业态、智慧4个子规划，形成了完整
的街区规划体系。

未来，着力构建“双轴引领、两核集
聚、五区多点联动”的发展格局。“双轴”
即淮河路商业主轴和中市巷联动轴，“两
核”即人民广场与百盛广场两大公共活动
核心，“五区多点”即打造创意、时尚、记
忆、文化、美食 5 个功能分区，突出银
泰、鼓楼、百盛、百大等多个主要商业
节点。

“我们计划利用3年时间推进74项任
务，并按照东、中、西三大片区分步推进。
目前，我们已完成12项，年内持续推进54
项，计划完成24项。”有关负责人介绍，事
实上，早在2019年，庐阳区就已完成长江
中路精品道路提升、润泰城改造、百货大楼
改造等任务。今年上半年，该区又完成了九
狮桥街、北油坊西巷、东西蝴蝶巷等后街小
巷改造。同时，街区范围内的寿春四巷至六
巷、北油坊巷东巷、撮造山巷等街巷改造正
在紧锣密鼓实施中。

此外，今年庐阳区还将围绕街区东片区
和中片区两大片区以及后街小巷开展改造提
升工作，全面推进主街立面、地面铺装、景
观小品、银泰二期、百盛广场地下停车场、
逍遥津公园改造提升及10余条后街小巷改
造等多项任务。

多业态多品牌

主街繁华时尚，后街市井逍遥，本地特
色明显，业态全面升级……淮河路步行街改
造提升，“改”的是面貌，“提”的是业态和
人气。

在主街，打造繁华时尚的景观大道，以
大型商业设施为引领，街区按照新业态、老
字号、特色网红店、首店、旗舰店的标准，
重点引进一线品牌、旗舰店和区域首店，加
快集聚一批老字号、特色业态和文创潮流品
牌，构建业态多样、品牌丰富的商业体系。
在后街，将环境改造提升与特色业态引入结
合，打造“后街经济”。其中，今年成功将
天街打造为网红小吃街，同时结合鼓楼巷改
造，引入瑞幸咖啡等时尚餐饮品牌，打造休
闲轻餐街区；针对街区内的闲置综合体，庐
阳区积极谋划引进社会资本共同整合，目前
正联合兴泰集团，推进中市逍遥街资产整合
工作。

华灯初上，人头攒动。入夜后的淮河路

步行街，散发出接地气的人间烟火。晚上
10点半以后的淮河路步行街是合肥知名的
夜市，整条街上热热闹闹的。“有人流量才
有成交量，淮河路步行街的人气一直不
差。”在淮河路步行街上经营的商户表示很
满意。近年来，庐阳区大力发展街区夜间经
济，与美团点评、招商银行等企业在淮河路
步行街共同打造“夜庐阳”生活节品牌，聚
焦夜购、夜食、夜逛、夜秀四大版块，打造
具有“时尚范”“庐州味”“逍遥游”的“夜
庐阳”新形象。

升级智慧街区

正在悄然变化的除了街区面貌，还有街
区的“智慧大脑”。

“我们依托‘智慧庐阳’统一平台，加
强与华为、阿里深度合作，努力打造体现街
区特色、具有全国一流水平的智慧街区典
范。”庐阳区老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目
前，街区已实现公共区域5G信号全覆盖，
在公共安全、街区管理、商业消费等领域全
面开展数字化改造，搭建了数据管理+数据
监控双中台，首发“线上淮河路”支付宝小
程序，加强线上线下融合，实现“全场景引
流+新消费体验+智慧化管理”三位一体。
依托智慧街区后台，今年与支付宝合作发放
千万元消费券，打造“网红透明直播间”，
与滴滴出行联合发放2000万元出行券，带
动街区营业额和客流量双提升。截至6月
底，消费券直接带动淮河路步行街商圈消费
3.5亿元，间接拉动整体交易额超25亿元，
活动期间淮河路步行街区人流量突破160万
人次。

在街区管理方面，庐阳区推行大街区统
一管理，构建商管、物管、城管“三管合
一”模式，实现扁平化、集约式管理。

“未来，我们将继续深挖历史文化底
蕴，构建多元商业体系，建设智慧街区，
形成特色街区，争取早日建成全国示范步
行街。”庐阳区老城办相关负责人介绍。下
一步，庐阳区将持续推进淮河路步行街改
造提升工作，进一步推动街区在品牌集
聚、产业融合、改革创新和资源整合等方
面的辐射带动作用，真正将步行街打造成
集人文、人气、时尚、智慧于一体的江淮
国际名街。

近日，南京夫子庙步行街、杭州湖滨步行
街、重庆解放碑步行街、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
和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被商务部确认为首
批全国示范步行街。这是相关部门和地方改
造提升步行街的重要成果。

步行街既是城市商业的发源地，也是各
种商业资源的集聚区，既是居民消费的重要
场所，也是游客愿意光顾“打卡”的热点，在丰
富居民生活、活跃城市经济方面发挥了积极
作用。但也要看到，一些步行街不同程度上
存在环境不佳、档次不高、功能不完善、特色
不突出等问题。

党的十九大提出，完善促进消费的体制

机制，增强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
制 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
提出，推动闲置的传统商业综合体加快创新
转型，通过改造提升推动形成一批高品位步
行街，促进商圈建设与繁荣。从 2018 年底
起，商务部在11个城市开展首批步行街改造
提升试点工作。2019年，11条步行街总客流
量和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2.6％和 17％。
2019年年底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促
进形成一批人气旺、特色强、有文化底蕴的步
行街。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改造提
升步行街。

今年以来，尽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但各地在科学防控疫情前提下，稳步推动
步行街复商复市和改造提升，特别是着力发
展放心消费和特色消费等，不断增强吸引力，

人气越来越旺。
改造提升步行街，就是要顺应消费升级

的趋势，满足居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消费需
求，同时也有利于带动城市建设投资和就
业。下一步，要从多方面着手，落实好这项重
要工作。

首先，要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步行街是
城市发展规划中的一部分，其布局应当与城
市规划、建设和改造紧密结合，要加大智能设
施投入，推动街区数字化改造，为消费者提供
相应便利。尤其是要优化街区环境，处理好
与城市交通的关系，充分利用现有路网和交
通设施，改造提升周边道路慢行系统，引导公
共交通与步行街衔接，规划设立停车位，营造
安全舒适的步行空间。

其次，要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业态结构。
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提升购物、餐饮等

传统业态，布局体验式、互动式新兴业态，充
分发展适宜步行街的商业模式和特色经济，
增加优质商品供给。比如发展“小店经济”，
既可活跃消费，也可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再
如，加快推进商旅文联动，多业态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

最后，要彰显特色，吸引人气。步行街改
造提升要综合考虑步行街所在城市的发展定
位，避免“千街一面”，既对标国际一流，又凸
显中国特色，在融合时尚和现代元素的同时，
积累一定的文化底蕴，能够体现当地文化特
征和地域特点，展示城市形象，不断增强吸
引力。

总之，要通过有力有序有效的改造提升，
使步行街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平台、城市
发展的亮丽名片和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的有效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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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矿井摇身一变成为
“煤矿记忆馆”、废弃设备经
过拼装化身“机械蜈蚣”、
生产厂房创意改造变成画家
工作室……日前，中能文化
创意产业园开园仪式暨
2020 中能文化艺术节举
行，这是过去一直以石化资
源富集著称的陕西省榆林市
立足工业文化遗存挺进文创
产业的“重手棋”。中能文
创园是由陕文投榆林文旅联
合陕西中能煤田，创意策划
并投资运营，形成以“工
业+文化”为模式、以艺术
和研学为核心业态的文化创
意园，为探索工业转型升
级、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高质
量发展迈出了重要一步。

园区与榆林多家艺术写
生基地达成战略合作，同
时，中能记忆展馆、中能美
术馆、郭庆丰艺术家工作
室、石狮子博物馆等多个艺
术展馆集体亮相中能文化艺
术节。艺术展馆的正式对外
开放，为艺术爱好者提供了
一个全方位的学习和交流的
平台，推动中能文创园高质
量发展。

当煤矿的“工业风”
遇上个性的“艺术范”，将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中
能 文 创 园 占 地 面 积 135
亩，前身为陕西中能有限
公司榆阳煤矿。此前，该煤矿因与榆林城区规划重叠，
于2013年被政策性关停，原办公区房屋及生产设施一度
闲置。

2019年4月，陕文投榆林文旅游携手陕西中能启动
改造，在保留中能榆阳煤矿原有建筑肌理和工业记忆的基
础上，对建筑进行改造、装饰，进而注入新的文化创意产
业元素，最大限度提升建筑的空间价值，打造一个以艺术
写生、研学培训为主，集艺术创作、艺术展览、艺术教
育、文创商业、孵化基地、工业科普、主题住宿、特色餐
饮等于一体的文化创意产业园。截至目前，中能文创园已
成功引入６位全国知名艺术家、２所艺术培训学校和２家
孵化企业入驻。

“作为榆林文旅产业转型升级的新尝试，中能文创园
不仅实现了文化旅游与工业的牵手，也开启了盘活工业园
区的创意旅程。”榆林文旅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军说，艺术
邂逅工业，创意激活城市，中能文创园的盛大开园是对新
旧动能转换新模式、企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一次积极探索，
为工业旅游、写生研学、艺术培训、艺术教育搭建了平
台，也为榆林增添了一片文化绿洲，让城市生活充满
艺术。

经过近3年的改造，废弃的沉清池、锅炉房、变电所
改造为艺术家独立工作室和陕北石狮博物馆，办公楼成了
艺术培训楼和艺术家联排工作室，还有许多建筑纷纷变身
咖啡馆、书吧、美术展览馆、艺术文创街区，再辅以多彩
的墙绘、精巧的雕塑，中能文创园已成为新的网红打
卡地。

江西泰和：

水清岸绿流域美

淮河路步行街上游人如织。 （资料图片）

淮河路步行街入口。 （资料图片）

在江西省吉安市泰和县澄江镇赣江段，生态修复综合
治理后的岸线美不胜收，蓝天白云、水天一色。近年来，泰
和县围绕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理念，推
进赣江流域生态综合治理，打造“水清、岸绿、流域美”的城
市岸线。 邓和平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