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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阿那亚

本报记者

王胜强

去孤独的图书馆看海，去沙丘美

术馆欣赏主题艺术展，去海滩看一场

明星演唱会，或者去参加一次社区戏

剧节，这里仿佛一处悬浮于喧嚣的理

想国，这里是阿那亚。

建造在河北省秦皇岛市北戴河

新区 82 公里海岸线上的阿那亚，将食

住行游购娱相融，打造出多元场景和

一站式服务。8 月 25 日，文旅部官网

公布的第二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

游消费集聚区名单，阿那亚街区榜上

有名。

从最初濒临烂尾的纯地产项目

到如今的文旅地标性街区，不到 10 年

时间，阿那亚到底发生了什么？

深耕精准客户

初识阿那亚，很多人是从那座伫

立在海边的孤独图书馆开始的，凭借

超脱世俗的精神内核及独特的建筑

气质，阿那亚很快成为网红打卡地。

“太浪漫了，我结婚时一定要去这度

蜜月”“这里好像平行世界，美好得不

真 实 ”“ 作 为 文 艺 青 年 怎 能 不 去 打

卡”⋯⋯身为居住社区的阿那亚不断

被年轻人“种草”。

阿那亚的前身是北京亿城开发

的一个边缘项目，2013 年被马寅与合

伙人贷款收购。“本来是想着快进快

出挣点利润，但当年市场突变，项目

卖不动，利润没挣着，还背负了巨额

利息。”马寅说，只能硬扛。要活下

来，就要解决“没人买”的问题。旅游

地产周期长、周转慢、运营模式复杂，

得变换思路，提供服务和内容，而且

要找准客户群，从风格、配套、运营、

内容上都要围绕目标客户群来打造。

“我们一度认为有一定消费能力

的‘50 后’‘60 后’‘70 后’是目标客户

群，后来发现应该瞄准更年轻的群

体。”马寅说，我们做过分析，无论是

阿那亚的游客还是业主，40 岁是一个

分水岭，40 岁以下的人占大部分，40

岁以上的人占小部分。马寅首先按

照“一个 40 岁男人的标准”打造整个

阿那亚的气质，锁定具有相同价值观

的客户。

最终，这个群体被精准定位：35

岁到 45 岁的职场中坚力量，工作繁

忙，家庭收入稳定，需要放松身心，渴

求质感生活的典型中产。

如何定位阿那亚的精

神 内 核 也 曾 让 马 寅 一 度

迷 茫 ，北 大 经 济 学

教 授 汪 丁 丁

一段关

于幸福的论述给了他很大启发。“他

说幸福感有三种来源：物质生活、社

会生活和精神生活，按照这个论述，

幸福生活有三个维度，物理层面、情

感层面和精神层面。”基于这三个维

度，马寅把阿那亚定义为这群人“心

灵的第一居所”，回归家庭，回归本

我 ，回 归 自 然 ，回 归 有 灵 性 的 生 活

本身。

就这样，阿那亚有了精准的目标

客户定位。

打造运营逻辑

无论是业主、园区经营者还是游

客，大多数人的共同感受是在阿那亚

可以找到心灵归属感和获得感。

“我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也

能站在舞台上演一出话剧，这感觉真

的很奇妙，是阿那亚给了我们展示的

机会。”张丽江是阿那亚的早期业主

之一，也是社区戏剧社的成员，在社

区的经典剧目《八个女人》中，她饰演

一个人物冲突鲜明的角色。从最初

连舞台调度是什么都不清楚，到现在

俨然一名“老戏骨”游刃有余地诠释

角色，这其中的收获让张丽江的生活

与内心都倍感充实。

阿那亚的戏剧社于 2015 年成立，

像张丽江一样，许许多多的邻居在一

次次排练演出或是观剧的过程中与

艺术越来越近，甚至成为舞台上闪闪

发光的人物。导演李彦如曾被这些

素人演员的表现所惊艳：“一个社区

的业主能有这样好的演出状态，能呈

现如此趋近于专业的表演，是我完全

没想到的。”

如今，戏剧社已成为阿那亚的名

片，夏日海选、秋季排练、冬天公演等

逐渐成为一项传统，携手去看演出也

成了游客们寒来暑往的相约。

民宿是阿那亚吸引游客的一大

亮点，但在最初，民宿并不在规划之

内。由于没有统一的标准与管理，没

有入园登记流程，在自由生长了一段

时间后，出现超员入住、低价竞争、家

具用品简陋、游客体验不好、投诉变

多等问题。

马寅意识到，这些短视行为不仅

会毁掉刚刚形成的民宿市场，使消费

者权益受损，而且会损害阿那亚在游

客心中积累的良好口碑。最终，阿那

亚成立民宿管理中心，统一管理，确

保品质和旅居体验。

“温馨十足的民宿，处处体现着

屋主的细心和善意、品位和生活态

度。”北京游客江芮一家带着孩子，和

朋友一家三口一起住进了阿那亚临

海的一处亲子民宿，心满意足地玩了

三四天，房主提供游玩攻略，

赠 送 新 鲜 的 水 果 ，让 两

家 人 感 受 到 了 阿

那亚温情满满的待客之道。

“我们希望打造更符合人性的民

宿产品，让民宿成为旅居人的心灵栖

息地。”马寅说，阿那亚始终把视角和

出发点回归到人身上，关注人的需求

和内心，解决人的幸福感问题。

促进深度融合

从单一维度的地产项目升级到

构建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从鼓励

社区自治和组建社群到不断注入文

化、旅游的元素，阿那亚做到了文化、

旅游、地产的融合。

“逐年增加文化艺术内容投资，

就是一个创造需求的过程。”马寅说，

阿那亚将戏剧节打造成了每年一届

的常态化文艺活动，还陆续引入国内

前卫潮流电音节，与虾米音乐共同推

出国内顶流乐队参与的大型音乐节、

服装时尚高端设计展示秀等，阿那亚

的文化艺术内容投资过亿元。

除了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

阿那亚处处流露着文艺范儿。除了

那座由著名建筑设计师董功设计、与

三联书店合作的世界最孤独图书馆，

还有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合作建

成的沙丘美术馆，与单项空间合作建

设的单项空间书店，与华夏院线合作

的阿那亚社区首家电影院线，与孟京

辉戏剧工作室合作建立的阿那亚戏

剧中心⋯⋯一系列文化产品的注入

使阿那亚成为一个充满质感的高品

位空间。

“推进文旅产品，并不是一个满

足游客既定需求的过程，而是文旅产

业努力探索、创造出契合未来市场需

求的过程。”马寅说，在内容为王的时

代，仅仅依靠一个好的硬件是不可能

把休闲旅游度假做起来的，重要的是

做内容、做服务，永远要找到那个最

前沿、最主流的东西，用至境的审美

艺术表达和最优质的工程建设，使其

变成一个个让游客发自心底欢呼的

休闲度假产品。

近年来，秦皇岛市相关部门也在

公共基础配套、自然环境治理、引入

相关合作企业等方面给予了阿那亚

大力支持，助力阿那亚拓展文化市

场、拓宽客源渠道、加强区域合作，支

持阿那亚在更宽领域、更多业态、更

深 层 次 开 展 务 实 合 作 ，《秦 皇 岛 市

2020 年促进消费三十条措施》指出要

有序推动夜经济，拓展夜游、夜娱、夜

购等夜间消费服务，打造夜间文旅

消费聚集区。

这一切，都是阿那亚之所以成

为 今 天 的 阿 那 亚 最 厚 重 的 沃 土 。

目前园区商户日最大接待量达 2.5

万 人 次 ，年 接 待 游 客 近 300 万 人

次，即使在这两年疫情影响之下，

园区年平均接待游客数量也超过

140 万人次。

回顾阿那亚的破圈之路，从

唯利润至上的传统商业思维到

从客户角度出发打造产品、从看

重外在形式到关注人的内心、从

邻里之间的身边文艺到引入国

际前卫时尚艺术，今天的阿那

亚 可 以 说 是 一 次 价 值 观 的 胜

利。马寅说：“阿那亚所做的一

切 都 是 围 绕 客 户 的 需 求 和 感

受，把客户服务做到极致，客

户的幸福解决之道便是阿那

亚的商业发展之道。”

文 旅 业 要 提 高“ 胜 任 力 ”
拓兆兵

疫情常态化防控下，涌现了宁夏中卫

沙漠星星酒店、河北秦皇岛阿那亚街区等

一批市场表现优秀、叫好又叫座的优质景

区、街区，成为文旅业中的一抹亮色。

亮点来之不易。近两年，疫情对文旅

业产生了很大冲击和影响，景区普遍承受

了巨大压力，经营困难、业绩下滑，从业者

渴望疫情尽快过去。从游客的角度讲，并

没有因为疫情降低对旅游品质的要求，反

而更渴望更高水平的旅游体验。好的体

验，离不开文旅业的高质量供给。在此情

况下，文旅业需要提高“胜任力”。

现代“胜任力”理论认为，胜任一个职

位既需要知识、经验和技能，又需要自我

认知、情感态度、动机目标等内在的

因素。当今文旅企业面临行业变革重塑和

消费者需求升级，同样需要提高“胜任力”。

一方面，文旅企业要强化创新驱动。

以文旅融合为引领，以新的文旅消费需求

尤其是年轻一代的需求为导向，一些景区、

街区创建文旅新场景、增强文旅新体验，创

造了一批爆款新产品。这些景区没有因为

经营困难而停止发展，而是危中寻机，努力

克服困难适应新情况、打造新产品，推动景

区升级换代，丰富了文旅市场供给，大幅提

高 了 景 区 收 入 ，实 现 质 的 飞 跃 并 赢 得 先

机。实践证明，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加强

创新驱动。

另一方面，要更多发挥从业者的主观

能动性。文旅业是一个体验度很高的行

业，游客感觉好不好和旅游从业者的服务

态度、服务水平、专业能力等直接相关。近

年来，游客对旅游从业者素质要求越来越

高，文旅企业需要更具“胜任力”的员工。

文旅企业要强化员工培训，提高其文化素

养和专业技能，提高其获得感和幸福感，使

其工作效率更高、创新活力更强，形成员工

与企业共同成长和发展的双赢局面。

文旅企业要苦练内功，从满足居民和

游客多元需求出发，以食住行游购娱相关

要素的业态化创新组合，打造高质量文旅

精品，不断刷新品牌与内涵，提供高文化

品 位 、高 精 神 享

受、高情感体验的

服务。

“ 针 ”出 大 阳
本报记者 梁 婧

“小小钢针做得精，卖遍天下四

大京。东京卖到汴梁地，西京卖到长

安城，南京卖遍应天府，北京卖遍顺

天城。”一声声高亢诙谐的小曲，穿过

青苔绿瓦的弯曲古巷，引着你遁入大

阳古镇的恢宏往昔。

大阳古镇位于山西省晋城市泽

州县，古称“阳阿”，是中国历史文化

名镇，拥有 2600 多年的历史。春秋

时期，这里发现了丰富的铁矿资源，

冶炼业顺势而生，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阳阿宝剑就出自大阳。冶炼业的发

展和兴盛也为大阳手工制造业提供

了便利条件，其中的手工制针更是中

国近代尤为耀眼的行业。

据记载，大阳制针业极盛时“几

乎户户制针”，其产品不仅大半个中

国在用，甚至跟随晋商的脚步走出国

门，因此被誉为“九州针都”。现在大

阳镇遍地留存的宽宅大院都是当年

大阳人靠制针、卖针修建起来的。

一枚钢针，撑起了大阳辉煌的过

往。但如今，年轻人家中有针的本就

不多，即便有，也是机器制针，没了市

场，大阳靠“针”吃饭，还吃得起吗？

“单靠‘针’，肯定不行。随着科

技的发展，手工制针与许多非遗一样

濒临失传，要想留下老祖宗的东西，

还想过上好日子，我们得换个思路，

‘绣’针成‘画’。”“90 后”回乡创业青

年、大阳古镇办公室主任李鹏鹏年纪

不大，但对如何发展古镇已有一番

研究。

大阳优势在历史。大阳古镇拥

有规模宏大的明清古建筑群，被称为

“中国古城镇活化石”，且有“仕官之

乡”“九州针都”“三晋一镇”“阳阿侯

国”“飞燕故里”等诸多美誉加身。

大阳长处在人文。一枚小小钢

针可以创业，粗笨铁杵可以打磨成精

细的钢针，这里蕴含着专注、执着以

及精益求精、精雕细琢的工匠精神。

“祖传的手艺和大阳精神若想传承下

去，得讲故事，借东风，有载体。”李鹏

鹏说。

借 的 是 文 旅 风 ，讲 的 是 古 镇

故事。

2015 年，大阳古镇招商引资成

功，开启了古镇旅游的开发与建设。

景区经过 3 年的规划建设，整修新建

了近 10 万平方米的建筑，观光、演

艺、餐饮、住宿、文创、购物等业态初

步齐全。2018 年 2 月，景区试营业，

仅当年春节期间就接待游客近 50 万

人次，并解决了附近上千人的就业问

题，让当地群众看到了新希望。去

年，按照“康养山西、夏养山西”战略

部署，晋城优选康养资源丰富、优质、

有特色的 100 个村落和 100 个明清院

落，实施基础设施补短板“百村百院”

工程。大阳古镇作为其中翘楚，获得

大力支持，发展独具特色。

每日穿行在大阳镇大街小巷，

唱着《卖针歌》挑担卖针的李连五，

是大阳镇里一道流动的景观，也是

大阳古镇里千万个故事讲述者中的

一 员 ，“ 我 家 祖 辈 都 在 大 阳 镇 上 卖

针，传到我已是第七代。针要卖得

好，吆喝少不了。我这样做其实也

不只是为卖针，更是想让后人更好

地了解大阳作为‘九州针都’的辉煌

历史，记住这门古老的制针手艺”。

能把《卖针歌》唱响在大阳镇，能把

大阳独特的制针文化传承下去，李

老伯感觉很自豪。

无独有偶，打铁花、民间社火、千

年大院、特色民俗⋯⋯独具特色的

“大阳文化”为游客带来了品质化、差

异化的旅游供给，也让晋城的文化和

旅 游 消 费 辨 识 度 与 美 誉 度 越 发 凸

显。“在改造民宿的过程中，我们对现

有设施进行了改造提升，包括户外运

动 、养 生 保 健 、功 能 食 品 等 特 色 开

发。”李鹏鹏说。今年 6 月，山西省团

校大阳学院晋城乡村振兴青年学院

在大阳古镇正式揭牌。景区专门策

划了研学观光线路，入住民宿的游客

不仅可以研学观光，还能体验非遗手

工制作，仅此一项活动就吸引上万游

客参与其中。

“卖针喽，卖针喽⋯⋯”悠扬的歌

声犹如一条蜿蜒游龙，穿过繁华旧

梦，敲碎回忆，将我们拉回到如今的

大阳，组合成一座蓬勃古镇的温暖

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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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图书馆是社区居民与游客最珍爱的活动场所孤独图书馆是社区居民与游客最珍爱的活动场所，，

也是社区文化艺术类活动举办地也是社区文化艺术类活动举办地。。

（（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供图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供图））

阿那亚礼堂是一座充满仪式感的文化艺术空间阿那亚礼堂是一座充满仪式感的文化艺术空间，，

是社区音乐会是社区音乐会、、艺术展的举办地艺术展的举办地。。

（（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供图阿那亚黄金海岸社区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