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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北区台东步行街改造升级——

百 年 商 圈 变 身 了百 年 商 圈 变 身 了
本报记者 刘 成

时尚消费引领绿色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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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好，您要的三明治在这儿吃还是打

包？”青岛市北区台东步行街小吃街上，来

自沙特阿拉伯的青年小莫操着一口流利的

中 文 热 情 地 为 顾 客 服 务 。 他 来 这 里 已 经

5 年了，在夜市上卖各种口味的三明治。伴

随着青岛台东三路步行街的改造升级，昔

日的美食网红小巷长兴路华丽变身。“小吃

街开街后，街区的环境与治理较之前有很

大的改善，我们也在这期间不断创新餐品、

改善经营结构，成本节省了 10%，每日的流

水差不多万元左右，这两天营业额较上季

度平均值增长近 37%。”长兴路莫的三明治

老板莫赫塔说。

新业态释放消费新潜力

台东步行街地处山东省青岛市市北区

核心位置，占地面积近 1 平方公里，由多条街

构成，主街长度 1850 米，是山东省第一条有

城市规划的步行街，是 120 多年来从未间断

的商业街区。

以 往 的 台 东 步 行 街 是 青 岛 老 城 区 的

美食小吃集聚地，业态比较单一。2020 年

7 月，台东步行街入选山东省唯一的国家级

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街区，青岛市北区委、

区政府计划总投资近 160 亿元建设威海路

平战结合地下工程、重建台东三路景观天

桥、改造提升登州路啤酒街、优化建设台东

三路创想艺术段等 26 个重点项目，将台东

步行街打造成为兼容百年青岛商业本源和

国 际 都 会 时 尚 地 标 的 国 家 级 高 品 质 步 行

街。结合步行街的改造升级，如今的台东

步行街落地了餐饮文创、酒店住宿、小型剧

场、服装美业等一大批潮流业态，让这里成

为新消费的引力场。

“新消费业态的引入主要是为了吸引新

消费群体，形成新的消费黏性和商圈活力。”

青岛市北区委常委、副区长，台东步行街管

委会党组书记、主任张雷说。

鲍师傅、金丝牛肉饼、十三不靠等网红

店前，经常能看到顾客排起长队。大家乐、

万达影城、密室逃脱等娱乐场所成为台东

“新市民”的集聚地，一到节假日，很多年轻

人便集聚在此。啤酒街区、休闲市场、市北

剧场成为街区文化主阵地，每到一些时间节

点都会有各类演出：钢琴大赛、灯花会、走

秀、文创大赛⋯⋯

新业态让消费潜力得到释放。比如位

于台东三路上的鲍师傅店铺，排长队的场景

已成为“日常”。“路过鲍师傅店铺时，经常来

看看有没有新品，今天看到蜂蜜凹蛋糕就买

了 一 个 尝 尝 。”前 来 排 队 的 青 岛 市 民 崔 蕾

说。据了解，鲍师傅入驻台东步行街后，经

常会推出新产品，仅 7 月份的营业额就接近

5 月份和 6 月份的总和，第二季度较第一季

度营业额增长 43%。

近几个月，随着疫情的平稳，在台东步

行街，前期被压抑的消费热情在新消费群体

的带动下得到充分释放。比如台东的茶百

道，近 2 个月 93%的流水由新消费群体提供，

他们让店铺近 2 个月的营业额提升 22%。据

了解，台东三路的各个商铺中，新消费群体

都成为消费主力军。

而台东步行街也在不断满足新的消费

需求。以利群商厦为例，通过改造升级和业

态结构优化，将零售商家数量调减至 30%，

体验交互业态商家增加至 70%，整体客流较

改造前提升了 20%。

老字号蝶变燃放新动能

“我就在这附近工作，中午经常和同事

过来买点各地的小吃当午饭。从长沙臭豆

腐到东北锅包肉，从云南爆浆豆腐到武汉热

干面，从广州牛杂到北京爆肚，我们是一条

街吃四方。改造升级后，不但环境更好了，

小吃的种类也更多了。”在台东六路附近工

作的张文告诉记者。

改造升级后的台东步行街，老字号品牌

也在不断创新中焕发青春，通过对街区店面

的升级、菜品的换新、质量的重塑吸引消费

者集聚，让营业额不断得到提升。

位于台东八路上的“万和春”排骨米饭

始创于 1941 年，作为中华老字号企业和山

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企业近一个月以来

推 出 的海鲜砂锅和擂椒排骨两样新餐品，

让喜欢他的老顾客耳目一新。“台东八路这

家万和春店铺是几十年的老店了，现在这家

店铺的设施、特色餐品、服务水平比之前有

了很大的提升，特别是推出的新品让我们很

惊 喜 。”常 来 这 家 店 用 餐 的 老 顾 客 梁 士 丽

说。据了解，“万和春”台东店近一个月的

客流量较之前提升了 40%，营业额较上月提

升 27%。

不止“万和春”，“六顺禾”小笼包、“手拉

手”锅贴这些老字号品牌，利用街区业态发

展优势转换“路数”与“打法”，其营业额的增

长正成为刺激消费的抓手。“手拉手”锅贴是

青岛的老字号，受疫情影响曾经一度客流稀

少。“我们在对店面进行重新装修的基础上，

尝试了一些新的锅贴制作方法，重新修订价

格，餐品结构也完善了起来，客流量逐渐回

来了，收入也逐步达到预期。”“手拉手”锅贴

负责人江波说。

老字号品牌的升级迭代让台东步行街

的老店获得了新生命力，街区的消费潜能得

到释放，经济结构也得到优化提质。

啤酒元素彰显消费特色

台东步行街群之一的登州路，是有着

近 120 年 历 史 的 青 岛 啤 酒 老 厂 区 所 在 地 。

走进依托青岛啤酒厂打造的青啤博物馆，

百年之前的老设备与正在生产啤酒的现代

化流水线交相辉映，现场品酒体验与琳琅

满目的啤酒文创产品吸引了不少游客。“我

在这里买了很多啤酒文创产品，青啤博物

馆里面的主题文化很有代表性。”来自西安

的游客王金诚说。

“今年端午节 3 天假期，青岛啤酒博物馆

累计接待游客 1.96 万人次，同比增长 8%，文

创产品覆盖食品、服饰、玩具、酒具、啤酒等

九大类，销售额超往年，同比增长 33%。我

们已搭建起了‘吃住行游购娱’全业态新体

验架构。”青岛啤酒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总经理曾超说。

而以青岛啤酒厂和青岛啤酒博物馆为

基点打造的登州路青岛啤酒街，则构建起了

一个包含文化、旅游、消费、交流合作等要素

的全域文旅消费场景。据统计，啤酒街有 39

家啤酒特色商家，还有餐饮、啤酒屋、面包房

等多种不同类型的经营业态，构成了以啤

酒消费为主带动其他消费比翼齐飞的独特

场景。

青岛国际啤酒节举办期间，登州路啤

酒街以节庆激发消费潜力。啤酒街上重点

餐饮品牌、商贸综合体与线上啤酒节联动，

客流量环比提升 45%，餐饮饭店、小吃摊点

等生意红火，直接带动实现消费收入 1000

余万元。

“沂水人家是登州路啤酒街上的老店，

今年这家店的风格与之前相比有了改变。

餐品质量、服务水平、设施环境等进行了提

升 ，很 多 菜 品 的 定 价 也 很 合 理 ，味 道 也 不

错。能够看出来，整条商街在不断发生变

化 。”在 沂 水 人 家 用 餐 的 青 岛 市 民 周 悦 表

示。据悉，啤酒节举办期间的 7 月份，沂水人

家餐饮店营业额较 6 月份增长了 9.82%。

登州路啤酒街上还有很多与啤酒相关

的网红产品，比如啤酒面包、啤酒月饼⋯⋯

其中，青岛啤酒博物馆 1903 面包坊萃取活

性啤酒酵母用来发酵制作面包，吸引了大

量顾客。“我们不喝酒，但又想感受青啤的

独特味道，啤酒酵母面包是不错的选择。”

买 到 新 出 炉 啤 酒 面 包 的 青 岛 市 民 秦 艳

新说。

“啤酒酵母完全发酵，会让面包内部组

织气孔饱满，这样的面包口感松软弹牙。采

用 117 年浓香酵母烘焙的面包，有很浓郁的

麦香，让面包味道惊艳，且回味悠长。”1903

面包坊的面包师刘松凯介绍。

据了解，目前，台东步行街日均客流量

为 20 万人次，最高时达 50 万人次；今年第二

季度，台东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 7.65 亿

元，同比增长 3.7%。“台东步行街是消费体系

的场景生态。我们将以场景融合为特征，构

建消费经济新模式、新业态，推动大众消费

快速回升。”青岛台东步行街管委会党组副

书记、副主任万圣韬说。

服饰产业体现流行审美情趣和

消费理念。推进服饰产业可持续发

展，不仅可实现产业自身绿色转型，

还可引导广大消费者转变消费价值

观念，在全社会培育绿色消费文化。

全球每年新生产服装超过 1000

亿件，服饰产业市场规模高达 2.5 万

亿美元。我国是世界第一大服装纺

织 品 生 产 国 和 出 口 国 ，根 据 测 算 ，

2020 年全国服装行业工业企业数量

达 17 万家，服装总产量约 712 亿件。

随着消费者对时尚服饰需求的快速

提升，服饰产业资源消耗和纺织废弃

物会越来越多，从而对生态环境造成

更大压力。

服饰产业要主动选择可持续发

展路径，自觉引领绿色消费。可持续

转 型 过 程 既 包 括 材 料 选 取 、产 品 设

计、供应商评估和挑选，也包括产品

生产、运输、分销、包装、销售和废物

回收等。相关调查显示，60%的消费

者对可持续服装感兴趣。

我国服饰产业应将可持续发展

作为转型契机，通过制定可持续发展

战略，采取技术创新措施、引领可持

续时尚消费理念等，推动绿色消费成

为全社会共同的消费理念和自觉的

消费方式，让可持续发展的服饰行业

为美丽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要从源头减少资源浪费。在原

材料选择上，尽量选择天然原料或环

保面料。在生产制作上，从设备、工

艺、产品、管理等环节入手，结合科技

手段，通过数字赋能提升工厂智能化

程度，推进绿色制造体系建设，打造可再生供应链，努力实现

从原料到产品全过程的无污染绿色发展，建立从源头到末端

的产业链绿色循环生态圈。

要引导和鼓励服饰企业结合自身情况制定可持续发展

战略，包括中长期内在可持续品牌建设、减少环境破坏、促进

循环经济、加强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的主要目标，制定实现

战略的具体措施。加强企业可持续经营管理，进一步完善环

境、社会责任和公司治理工作机制，提高绿色管理效率。

要培育可持续服饰产业新增长点，发挥可持续因素在生

产服务要素配置中的优化和催化作用，大力推动可持续服饰

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融合，引领要素高端聚集，推动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打造时尚与产业的集群，推进纺织服装、文化创意

等优势产业跨界融合发展。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信息技术

支撑，推动科技与时尚设计、时尚制造、时尚传播等各环节深

度融合，推动可持续服饰产业创新发展。

要加大可持续消费理念宣传引导，促进时尚消费向可持

续消费转变，鼓励消费者选择绿色、环境友好型产品，引导消

费者减少冲动消费，拒绝盲目追随流行风潮，买少买精，避免

过季即弃的消费模式等。

青岛市北区台东步行街通过

改造升级，融合旅游、文化、消费等

多重功能，构建消费经济新模式、

新业态，不断满足新的消费需求，

推动大众消费快速回升。

秋高气爽，辽宁省法库县关家屯村的南八虎

山游人如织。五彩缤纷的色彩像是不小心打翻的

调色盘，每个角落都有不一样的意境。这座素有

美誉的“小山坡”，因为网络营销和推广成为网红

打卡地。

“真没想到，不出沈阳就能见到这么美丽的山

景。”从沈阳市和平区开车 2 个多小时来到这里游

览的梁霖告诉记者，“我经常刷抖音，看到好多网

友都推荐这里，说这里的秋色美，就被吸引过来

了。真是不虚此行。”

“我们通过不断地宣传，撬动这里的‘流量经

济’。”法库县双台子乡关家屯村委会主任袁晓东

介绍，自 2021 年 5 月至今，关家屯村重点宣传和

打造南八虎山旅游资源，通过抖音、快手和微信

公众号、视频号、朋友圈等平台宣传南八虎山自

然旅游资源。目前，南八虎山已成为辐射沈阳、

抚顺、阜新等周边城市的网红打卡地，哈尔滨、齐

齐哈尔、长春市、四平市等省外地区自驾游客数

量也稳步上升。

流量撬动了乡村旅游经济的发展，让村民们

鼓起了腰包。每到旺季，南八虎山每周的游客流

量可达万人左右，村民们于是在山上山下开始了

各种经营活动。在山间卖矿泉水、雪糕、零食和当

地的土特产⋯⋯不少村民告诉记者，他们一天能

有近 300 元的收入。

打卡完南八虎山，梁霖带着孩子来到沈阳通

用航空产业基地游览。这里不仅是东北地区少有

的无人机专用空域及起降场、无人驾驶航空器检

测基地、无人驾驶航空器实训基地，还是全方位的

旅游消费场所。

“这里有美丽的天际线、地平线、湖面、田园。

通用航空开启的‘低空旅游+’时代为财湖景区旅

游新业态打开了发展的新通道。”辽宁法库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副主任许壮告诉记者，沈阳通用航空

产业基地将成为我国北方独具特色的滑翔伞营

地、飞行体验基地、休闲旅游度假区、户外运动基

地、温泉养生景区、生态疗养区、冬捕观赏景区、国

际级滑雪景区、航天航空科普展区和亲子游热点，

“我们的目标是把这里打造成为国际一流的低空

旅游深度体验胜地”。

“我给孩子报了一个航空‘训练营’，平日里可

以学习一些航空航天知识，周末还可以在湖边搭

帐篷，玩各种娱乐项目，我儿子特别喜欢来这里。”

梁霖说。

大孤家子镇半拉山子村历史悠久，积淀了丰

厚的文化底蕴，这里的酿酒工艺起源于辽代。法

库县充分利用半拉山子村酒文化资源，重点打造

白酒博物院和老北味酒文化旅游景区两大特色

景区。

祖家坊酒业有限公司监事长祖凯表示，公司

开发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资源，将“白

酒小镇”打造成为文化厚重、民风淳朴、风光秀丽、

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旅游景点。

截至 2021 年年末，大孤家子镇酒产业实现收

入 1.8 亿元，并带动旅游产业发展，形成了以满族

酿造独特生产工艺为核心的旅游观光景区、乡村

游农业观光景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

打 卡 沈 阳 网 红 特 色 乡 村
本报记者 温济聪

辽宁法库县辽宁法库县““白酒小镇白酒小镇””成为成为网红打卡地网红打卡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温济聪温济聪摄摄

夜晚的青岛台东三路步行街吸引了众多游客夜晚的青岛台东三路步行街吸引了众多游客。。 韦韦 聪聪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图为青岛啤酒博物馆图为青岛啤酒博物馆。。 崔冬妮崔冬妮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