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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南京到南京，，要去夫子庙步行街走一走要去夫子庙步行街走一走——

千 古 秦 淮 亦 新 潮千 古 秦 淮 亦 新 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蒋蒋 波波

沈阳年货市场掀起一股文创风——

工业留记忆 手作蕴情怀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

铁西红梅文创园“工业记忆”明信片

及书签，嘉里城 ALL IN 年礼市集上针脚

勾勒、五彩拼接祥瑞的手工布老虎，带有

老虎图案的手工糖画⋯⋯临近虎年春节，

辽 宁 沈 阳 的 年 货 消 费 市 场 掀 起 一 场“ 文

创”风。

沈阳是著名的东北老工业基地。在被

誉为“东方鲁尔”的铁西区，饱含“工业记

忆”“文化遗存”的文创产品比比皆是，让不

少“老铁西人”争相购买。

岁月更迭，时代变迁，历史赋予了沈阳

“工业长子情怀”，身处新中国工业摇篮的

红梅味精厂旧址，随着城市变迁，如今已变

为红梅文创园。

红梅文创园推广总监南津告诉记者，

红梅文创园在最大限度保留原始建筑风

貌，致敬城市、致敬历史的基础上，把红梅

味精厂老厂房改造成了集创业、展览、夜

游、吃购等为一体的多功能高品质城市空

间，成为网红“打卡地”，并于去年入选国

家文旅部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

费集聚区。

在经历了保护与改造之后，记忆中的

老厂区旧貌换新颜。2022 年红梅文创园推

出一套“工业记忆”明信片及书签，以工业

风格为基调，融入艺术、文化内涵，展示出

新一代工业衍生品的味道。

已经离开沈阳 10 多年的“老铁西”李梦

龙来到红梅文创园，一眼就看上了这套“工

业记忆”明信片及书签。“我出生在工人家

庭，爸妈都是铁西的退休工人。虽然现在

铁西城区的工厂早已搬迁，但我对这里的

工业遗址始终记忆犹新。”怀旧的李梦龙一

下子就买了 3 个书签、8 张明信片。“1 个书

签 2 元钱，1 张明信片 3 元钱。书签、明信片

上印满了铁西的老厂房，也唤起了我儿时

的回忆。”李梦龙感慨地说。

不仅在铁西区，位于沈河区的嘉里城

ALL IN 年礼市集同样吸引了不少年轻人

前来“打卡”。针脚勾勒、五彩拼接祥瑞的

手工布老虎，高雅脱俗的景泰蓝掐丝画，将

文字、图案记载于葫芦之上的葫芦雕刻，带

有老虎图案的手工糖画⋯⋯传统文化与新

潮时尚融合，创意与灵感迸发出新的火花。

“你看，我在嘉里城买的手工文创布老

虎，我儿子特别喜欢。”1 月 19 日，家住沈阳

市浑南区的文创爱好者王纬向记者展示这

份新春年货时，直呼“比想象中还好”。

“今年是虎年，我儿子特别喜欢小老

虎。这种手工文创布老虎价格不贵，手工

精湛，造型特别可爱，布料也不错，摸起来

手感特别好。现在沈阳这种文创年货特别

多，我的不少朋友最近也都在买与虎年相

关的文创小年货、伴手礼。”王纬说。

“漫步在沈阳的大街小巷，可以尽情观

赏每个特色摊位的传统技艺、手作，这股充

满文化创意的年味儿瞬间萦绕于脑海。琳

琅满目的文创年货，也迎合了很多年轻人

的消费新需求、新理念、新方式。”辽宁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李东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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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 南京夫子庙步行街秦淮礼物店里南京夫子庙步行街秦淮礼物店里

的的““状元郎状元郎””文创产品文创产品。。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②② 南京夫子庙步行街琵琶街一角南京夫子庙步行街琵琶街一角。。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①①

沈阳市民在红梅文创园挑选文沈阳市民在红梅文创园挑选文

创年货产品创年货产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摄摄

“没想到夫子庙变化这么大，传统与现

代在这里碰撞，更时尚了，也更好玩了。”时

隔 5 年，安徽游客周欣悦元旦假期再次来到

江苏南京夫子庙步行街。她说，夫子庙步

行街在传统文化基础上衍生出来的新消费

场景和文创品牌让人耳目一新，“以前来

这里，看看孔庙、贡院，吃碗鸭血粉丝汤就

走，现在各类文艺范儿的产品和新潮街区、

门店，让人流连忘返，一天也逛不完”。

在许多游客的印象中，到南京旅游，一

定要去夫子庙步行街走一走。不过，这两

年，疫情对旅游和商贸零售造成了冲击，让

夫子庙的外地游客变少了。疫情之下，夫

子庙步行街的消费潜力该如何挖掘？

“通过打造‘新消费’，夫子庙步行街正

在走一条‘挖掘故事线、设计旅游线、打造

产品线、推出消费线’的消费培育升级之

路。”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

管委会副主任江永强说。

升级消费场景

夫子庙步行街贡院街 80 号是秦淮·戏

院里，它在“民国首都大剧院”旧址上改造

而来，开业不到一年时间，便成了步行街吸

引客流的超级网红店，众多年轻消费者纷

至沓来，打卡留念。

“这个戏院秦淮文化味很浓，亮点是沉

浸式戏剧表演《上元灯彩图》，既蕴含着丰

富的历史知识，也营造出了奇幻、有趣的空

间印象，让人在互动情境中入戏奇境金陵，

一秒穿越。”南京林业大学大二学生钱紫涵

体验后告诉记者，戏院通过玩转声光电和

互动式的表演，满足了年轻人对交互性、体

验性和社交属性消费的需求，更多人愿意

留下来、玩起来，甚至住下来。

漫步戏院里，山水景观、灯彩、雾森等

悬于灯山，奇物、奇店、奇人、奇乐藏于身边

的奇市，让人完全沉浸于古风、国潮、匠人

等不同主题的市集里。

“项目文化背景源自明朝古画《上元灯

彩图》，我们将主题景观、演艺内容、商户业

态等有机融合在一起，为用户带来身临其

境的奇幻体验。”夫子庙步行街秦淮·戏院

里运营总监林莽告诉记者，身着古装的小

商小贩穿行其中，随机互动表演，沉浸式戏

剧体验让老景点焕然一新，丰富多样的消

费场景一改过去人们心中对夫子庙的刻板

印象，而且休闲娱乐、零售、餐饮和酒店融

为一体，满足一站式需求，有效地提高了消

费流量。

穿过文德桥和乌衣巷，“琵琶 MO 音

街”主题街区便出现在眼前：街区北侧的临

街商铺依旧保留着白墙黑瓦、飞檐翘角的

别样古韵；街区的南侧，排列着 9 座现代风

格与音乐元素交融的新式建筑，整个街区

氛围多变而富有创意。

“琵琶街是在停车场基础上改造的新

街区，融入琵琶、钢琴、吉他等音乐元素，

把消费场景与艺术潮流有机结合起来，给

消费者带来‘轻玩’‘趣玩’‘乐玩’体验。”

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副总经理刘晶

晶说，为了促进文化消费，夫子庙步行

街对商旅文综合体、老街区、文化主

题酒店等诸多消费业态进行全面

升级，开办特色活动，实现文化与

消费有机融合，并注入艺术、科

技、网红等元素，形成文旅商融

合的“潮业态”。

打造特色品牌

走进夫子庙步行街上的秦淮礼物店，

来自江苏淮安的游客杨斌正对着琳琅满

目的文创产品仔细研究。“2020 年买的几

套‘状元郎’系列文创产品送亲朋，大家特

别 喜 欢 。 今 年 推 出 的 新 产 品‘ 南 都 繁 会

图’系列，从手提包、化妆品到文具、鼠标

垫应有尽有，准备带几套回去。”杨斌说，

只要到南京出差，总会到夫子庙步行街转

一转，既有创意又有心意的秦淮文创产品

总会给人惊喜。

“消费者带回去的不仅是秦淮礼物，更

是秦淮故事、秦淮品牌。”走进夫子庙秦淮

礼物旗舰店总经理惠南洋的办公室，一张

贴满标签的地图被贴在最醒目的位置。“疫

情之下，我们加快了线下门店的扩张速度，

2021 年 在 南 京 市 区 及 周 边 新 开 了 5 家 门

店，目前已有 6 家直营店、4 家联营店，让本

地 和 外 地 消 费 者 可 以 便 捷 购 买‘ 秦 淮 礼

物’。”惠南洋说，在线下拓展的同时，秦淮

礼物还着力在文创产品研发、定制以及直

播销售上发力。

“目前，我们已经形成了 9000 多款文创

产品，其中超 60%为自主研发，2021 年新增

研发新品超 360 款，推动秦淮礼物线上销售

额增长 30%，礼品定制销售增长 172%。”惠

南洋说。

“我们紧紧抓住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人

的需求，不断创新文化消费产品，以此来增

强夫子庙的品牌影响力。”刘晶晶举例说，

秦淮画舫白天处于空闲状态，于是便改画

舫为婚船，创意推出了以“十里红妆 情定

秦淮”为主题的沉浸式明制水上婚礼项目，

反响强烈，吸引了众多新人争相参与。

“从白鹭洲东园歌榭码头登上龙头画

舫，前往水街迎亲，吟过催妆诗，新娘却扇，

款款走来，与新娘携手登船启程。”1 月 8 日

参加水上婚礼的新郎褚金鹏回忆起当时情

景仍兴奋不已，“在夫子庙举办如此别致典

雅的婚礼，此生难忘”。

白天，购秦淮文创产品，在小剧场沉浸

式感受金陵文化实景演出；晚上，乘船体验

夜秦淮的繁华，宿“夜泊秦淮”文化主题酒

店，感受金陵魅力。如今，在夫子庙步行

街，着华服、观演出、逛市集、打卡潮玩与看

展览、听礼乐、吟诗曲、鉴赏非遗有机融合、

相互促进，已经形成了覆盖游娱购宿全过

程的品牌和产品。

挖掘消费潜力

“去年 8 月第一次直播带货，2 个小时

就实现了 20 万元酒店客房销售额。”夫子庙

夜泊秦淮君亭酒店营运经理张苡诺如今多

了一个身份——酒店线上销售主播。她

说，这几年，配合夫子庙步行街的改造升

级，酒店集团在夫子庙步行街方圆 500 米范

围内建设了 5 家涵盖科举文化、民国风情、

书法绘画等主题的特色酒店，但受疫情影

响，这两年入住率不太理想。

张苡诺说，直播带来的流量效应成效

明显，“没有直播团队，我们就自己上，真没

想 到 ，效 果 很 好 ，3 场 直 播 卖 了 100 多 万

元。今年元旦期间，各家酒店平均入住率

超 80%，有的酒店甚至一房难求”。

“我们成立了由导游、工作人员和网络

主播共同组成的直播团队，每天播两场，通

过酒店客房直播带货、景区云旅游公益讲

解和秦淮故事讲述等，积累粉丝，挖掘后续

消费潜力。”南京夫子庙文化旅游集团新媒

体运营部负责人唐文博告诉记者，为了打

开夫子庙文旅推广的新局面，去年 11 月 11

日公司成立了直播团队，开播两个月，账号

粉丝量就增长 2 万多，“与流量变现相比，拓

展夫子庙步行街的品牌和文化才是最重要

的成果”。

在线下，夫子庙步行街在挖掘老街消

费潜力的同时，还将周边 3 座现代商业综合

体纳入步行街联动发展。“我们在规划上明

确功能定位，实现错位配合，通过拓展消费

容量带来消费增量。”江永强说，疫情之前，

夫子庙的人气带动周边商圈发展；疫情之

后，周边商圈吸引的本地消费群体也为老

街带来了不小的人流量。

“近两年来，夫子庙步行街开展了

常规化、小型化演出 1000 余场，组

织文旅品牌活动 100 余场。”江永

强说，2022 年，随着一批有特色、

有亮点、示范带动性强的促消费

项目落地见效，夫子庙步行街必

将焕发出新的活力。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秦淮

河两岸河厅楼房、酒家茶馆鳞次

栉比，夜市繁华，令人流连陶醉令人流连陶醉。。

经过两年多的改造升级后，南

京夫子庙步行街老街变得“小清新”

了。清晰的规划定位、商旅文融合

的内核逻辑、优美的街区环境，夫子

庙步行街在以崭新面貌呈现在消费

者面前的同时，也在不断满足人们

对于商业街区的多样化需求，吸引

着客流集聚，推动着消费潜力的进

一步释放。

夫子庙步行街吸引游客走进

来、留下来、玩起来的主要措施，是

以文化为核心，对消费场景、消费产

品进行全面提质升级，引入“新消

费”，实现商旅文融合发展。这些举

措对于各地步行街高质量发展有一

定的启示意义。

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步行

街改造提升既是活化经济、拉动投

资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消

费升级的客观需要。可以说，步行

街改造的核心在于推动步行街的产

业提质升级。

首先，要对老旧商业模式进行换

挡升级。全国很多步行街都存在着

中低端商业模式集中聚集的情况，在

新零售全面冲击的今天，中低端商业

已基本被互联网电商所替代。因此，

要有序淘汰吸引能力弱的低端业态，

引入与地域特色相融合的优质业态，

因地制宜地发展夜间消费、品牌消

费、场景消费等消费新模式，打造服

务型、互动型高端商业，推动步行街

商业模式跟上消费者越来越高的需

求，从而可持续发展。

其次，要在业态提升上下功夫。要结合历史底蕴和

文化魅力，以适应消费升级趋势为目标，引入诸如新品牌

首发地、消费品集散地、网红潮流打卡地等新产业、新业

态，积极培育消费新场景，满足不同消费群体个性化、多

样化消费需求。例如，夫子庙步行街引进戏院里、汉服体

验馆等一批情景式门店，打造沉浸式、体验式消费活动和

消费场景，多措并举推进业态提升，既满足了年轻消费者

对交互性、体验性和社交属性消费的需求，也带动了夫子

庙步行街影响力的提升。

最后，要紧跟消费结构升级的大趋势，加强创新消费业

态和模式的构建。在街区管理和运营过程中，要依托 5G、

物联网、大数据等数字技术，利用好“云游览”“直播带货”等

互联网新业态，推动线上销售增长，促进线上线下融合发

展，增加用户黏性，提升街区消费活力。同时，加强与周边

商业、文化旅游资源互动，打造旅游精品线路、文化体验场

景，探索跨街区促消费活动互促机制，引领城市消费潮流，

促进街区消费升级。

提质升级撬动消费增长

蒋

波

南京夫子庙步行街通过消南京夫子庙步行街通过消

费场景的多元升级费场景的多元升级、、消费产品的消费产品的

迭代创新以及消费容量的扩充迭代创新以及消费容量的扩充

来招引客流来招引客流、、促进消费促进消费，，努力擦努力擦

亮夫子庙步行街最具消费特色亮夫子庙步行街最具消费特色

和消费活力街区这块金招牌和消费活力街区这块金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