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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中老年消费值得重视

康琼艳

举办“罗湖深港文化月”，有利

于促进深港两地各界交流，推动要

素双向便捷流动，加速文旅产业融

合发展，快速拉动两地消费、旅游、

贸易市场复苏。

美 食 聚 拢 烟 火 气
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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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港两地一衣带水，文脉相通。一直以

来，深圳市罗湖区都是深港两地来往最为密

切的城区，拥有“最香港”“最烟火”“最人气”

的城区标签。7 月 12 日至 8 月 14 日，在罗湖

区举办的 2023 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上，

罗湖区全域 5 大商圈、10 个街道、上千家餐

饮品牌店铺，以创新活动载体加速推动深港

联动、文化互融，助力形成认同度更高、凝聚

力更强的深港文化消费共同体。

人间烟火味

“罗湖是改革开放的策源地和深圳经济

特区创业之初的‘主战场’，全程参与了改革

开放的伟大实践，也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

就。”深圳市罗湖区委书记、区长范德繁说，

在深港文化交流中，罗湖是深港合作的先行

者和排头兵。举办“罗湖深港文化月”，有利

于促进两地各界交流，推动要素双向便捷流

动，加速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快速拉动两地

消费、旅游、贸易市场复苏。

“来到深圳的第一站，就感受到了深圳

的热情和独有的消费文化。”香港市民陈雅

诗在获悉 2023 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信息

后，第一时间从香港来到了罗湖。她从罗湖

口岸过关，乘坐深圳地铁一号线“罗湖深港

文化月”创意专列，被车厢里浓郁的“港风港

味”所吸引。碟头饭、奶油猪、油占多等香港

特色小吃令她倍感亲切。

从罗湖口岸走出，沿着地铁站点，来到

罗湖大中华环球经贸广场，“好市发生”深港

食品街内一派繁荣景象。沿街商铺及外摆

摊位共 70 余个商户精心准备的食物散发出

浓郁香味，吸引了众多深港市民驻足。

“我品尝了‘围头佬’小吃，和我小时候

吃的味道一模一样。”手里拎着 3 袋“围头

佬”糕点的香港市民李欣怡开心地说。

向北走约 300 米，深港的人间美食烟火

气同样在“人间百味·烟火罗湖”美食市集上

演。在粤港经典传承美食区，5 位来自香港

的大学生支起摊位，正卖力推销咖喱鱼丸、

车仔面等粤港小吃。摊主之一的香港浸会

大学市场学专业学生曾文达告诉记者：“此

次我和几名香港的同学一起来摆摊，主要是

想让大家感受深圳的魅力，让两地同学以美

食为媒，加深对于彼此的认识与了解。同时

也期待能够帮助香港同学全方位、接地气地

了解、感受深港融合的全过程。”深港美食也

为当地消费带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7 月

12 日以来，随着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活

动的持续开展，罗湖三大口岸通关达 564 万

人次，较上月同期提升 11.44%。其中，港籍

旅客 420 万人次，占 74.37%；185 万港人通过

罗湖 3 个口岸北上消费，人均消费 860 元，消

费总额高达 16 亿元。

“饮食文化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别具韵

味，也最能聚人。”罗湖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

长、罗湖深港现代商贸业升级发展区指挥部

副指挥长李乾说：“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

通过定格在深港风味的美食上，为罗湖餐饮

文化品牌‘走出去’鼓舞士气，为香港餐饮文

化品牌‘走进来’搭建平台，共同演绎经典双

城故事。”

消费新场景

“ 伴 我 跨 出 新 境 界 ，无 限 风 光 这 一

带 ⋯⋯潮流来共创，彼此属于一派。”罗湖

深港文化月主题 MV《烟火罗湖——跨出新

境界》唱出了深港两地文化共融的核心要

义。本次文化月期间，不单单有美食，还有

各类潮流艺术、文艺汇演、展览等多种类文

化交流活动。潮流艺术节现场，近百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潮流艺术家、设计师、潮流 IP 主

理人携原创作品集体亮相，为广大深港市民

献上为期 3 天的艺术盛宴。

潮流艺术节承办方——深圳大艺博文

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子乐表示：

“罗湖一直是深圳时尚的先锋代表，也一直

引领着时代潮流。在这里举办潮流艺术节，

是希望用潮流艺术表达罗湖的创新态度和

弄潮精神，以青年艺术助力罗湖深港文化融

合建设。”

借助潮流艺术节举办契机，举办地周边

商圈也掀起了一场消费热。深圳粤海天河

城购物中心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李琴介绍，

潮流艺术节的举办，为深圳天河城带来客流

逾 20 万人次。活动期间，天河城同步推出

“轻夏趣生活”促销团券活动，全场销售环比

增长 112%，在促进客流量提升的同时带动

线下消费热潮。

迈向新时代，电子竞技作为文化新业

态，也孕育着消费新场景。本次文化月期

间，东门街道将电竞主题与美食文化创新融

合，举办了首届潮玩东门电竞“新白马杯”美

食嘉年华。深圳市电子竞技行业协会秘书

长谭美美表示，此次活动恰逢深圳市文化广

电旅游体育局提出“打造国际电竞之都”的

发展目标。活动通过依托东门独特现代商

业 街 属 性 ，融 合 升 级“ 潮 流 电 竞 + 消 费 产

业”，实现人气市集、体育、文创、文旅及实体

经济同频共振，为东门商业街发展注入全新

活力。

数据显示，文化月的举办为罗湖区 5 个

消费街区引流超百万人次。其中，金展珠宝

广场活动期间交易总额增长近 150%；东门

电 竞 市 集 期 间 ，太 阳 百 货 全 馆 销 售 增 长

16.4%；美食市集期间，金光华广场部分商家

甚至实现单日摊位营收超过店内营收，其中

“大美新疆”店铺增幅高达 300%。

夏日夜经济

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起，香港流行音乐

不仅深深印刻在香港历史文化脉络中，也成

为连接深港两地情感的重要纽带。在本次

文化月期间，港乐也随之来到现场。两场以

“时光的胶片”和“盛夏的光阴”为主题的深

港潮流时尚音乐会成为深港两地居民的关

注焦点，吸引了近 3 万人次参与免费抢票活

动。仅耗时 4 秒，门票便一抢而空。

音乐会上，内地歌手平安，香港歌手陈

乐基、李大卫等共同携手，以“电影欣赏+演

员演唱”的创新形式，结合乐队、组合、独唱、

合唱、流行舞蹈、情景舞蹈、多媒体等多种呈

现方式，带领观众从乐曲中重温经典，一起

追忆香港电影及音乐。

音乐会现场，一首首经典流行歌曲让深

港居民沉醉不已。资深“港乐迷”彭凌昊感

慨道：“香港创造的流行文化经久不衰。今

晚再听、再唱这些经典港风金曲，让我再次

感受到了上个世纪深港两地市民的奋斗精

神和拼搏态度。”

罗湖区黄贝街道的“夜肆嘉年华”活动，

则为深港两地居民提供了不一样的夜晚体

验。夏日晚风音乐会、草坪浪漫营地等活动

正在上演。人们品尝着经典港式小吃、东南

亚美食、特色鸡尾酒、精酿啤酒，感受山水相

伴、闹中带静的生活“小确幸”。

如今，作为港人通关首选地的罗湖，已

成为众多香港市民周末休闲、品尝美食、逛

街购物、观看文艺演出的优选目的地。为配

合这股热潮，罗湖区不仅派发数字人民币红

包，还邀请香港第三方支付公司涉足内地市

场，率先实现内地数字人民币“硬钱包”与香

港第三方支付平台八达通互联互通。目前，

罗湖区有 17 个网点设置有自助硬钱包发卡

机，已经有 2 万名香港市民申领“硬钱包”。

这种全新的支付方式叠加政府提供的千万

元数字人民币消费券，将进一步激发香港市

民来深圳消费的热情。

未来，罗湖区将持续举办“罗湖深港文

化月”活动，每届活动将选择一个主题，策划

一系列贴合深港城市和受众特点、便于两地

市民和商业广泛参与体验的文化活动项目，

以人文交融为突破口，促进两地青年深度交

融、两地经济联动发展，人流、物流、资金流

等要素集聚，推动深港两地走向更高层次、

更高水平、更加全面的发展与合作。

8 月 11 日晚，随着夜幕降临，福建

省福鼎市桐江溪边凉风习习，吹散了

白天的暑热。伴随着绚丽的灯光和激情

的音乐，“吃在福鼎 醉拥山海”2023 福鼎

啤 酒 美 食 节 暨 八 闽 美 食 嘉 年 华 拉 开 序

幕。众多市民和游客慕名而来，桐江溪畔

灯火璀璨，人头攒动，充满人间烟火气。

福鼎市商务局党组书记、局长余建铭

告 诉 记 者 ，福 鼎 市 把 举 办 啤 酒 美 食 节 作

为 打 造 全 域 旅 游 品 牌 、促 进 消 费 升 级 的

重要举措，积极促进文、旅、商融合发展，

激 发 城 市 消 费 活 力 ，推 动 区 域 经 济 社 会

高 质 量 发 展 ，让 夜 晚“ 亮 起 来 ”、城 市“ 活

起来”。

活动现场规划了三大主题板块，其中

舞台互动区融合不同主题的狂欢派对，打

造一个年轻、潮流、具有影响力的现场音

乐新领地。丰富多彩的节目营造出一场

视听盛宴，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兑酒

和售酒区，提供各款啤酒，让人们尽享舌

尖盛宴。

最火爆的还属美食区，115 个美食展

位沿着桐江溪一字排开，形成一条美食长

廊。福鼎肉片、牛肉丸、蜜汁鸡翅、三角饺

等百余种传统地道名小吃悉数登场，让市

民游客从街头吃到巷尾。

借着啤酒美食节的超高人气，现场的

美食摊位销量喜人。福鼎市有名的小吃

店“杨昌同三角饺”在美食区设立了展位，

带来了三角饺、槟榔芋和糍粑饼三款主打

美食。已过晚上 10 点，在展位前排队购买

的食客依然络绎不绝。该展位负责人杨

玉双告诉记者，他们从下午 5 点开始出摊，

生意异常火爆。“昨天晚上我们就开始通

宵准备今天的食材，一共做了 2000 个三角

饺，还有槟榔芋和糍粑饼各几百个，现在

已经卖得差不多了。”杨玉双说。

鼎灿食品有限公司展位的小龙虾煎

饺人气也非常高。展位工作人员张新春

告诉记者，他们是福鼎本地食品企业，主

要经营肉片、小笼包、煎饺等福鼎特色小

吃。为了今天的活动，他们准备了 100 斤

食材，还没到打烊时间就已经快卖完了。

“啤酒美食节人气很高，我们特地申请摊

位，也是想通过美食节展示我们的产品，

进一步推广我们的品牌，带动餐饮消费。”

张新春说。

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不乏自媒体创

作者、网络主播们的身影。他们穿梭于各

个美食展区之间，依次品尝琳琅满目的美

食，通过“看、采、录、播”等形式，记录啤酒

美食节的精彩瞬间，推广美食。

节目不重样、音乐不停歇、美食不打

烊 。 本 次 活 动 以 新 鲜 的 啤 酒 美 食 、动 感

的 音 乐 和 多 元 的 业 态 让 人 气 聚 起 来 ，拉

满 夏 日 狂 欢 氛 围 感 ，点 燃 了 夜 间 文 旅 消

费的新引擎。福鼎市美食产业发展领导

小 组 办 公 室 副 主 任 陈 善 施 表 示 ，举 办 这

次 活 动 ，就 是 为 了 让 福 鼎 美 食 工 业 生 产

企 业 、福 鼎 地 方 特 色 小 吃 来 一 次 集 中 亮

相 ，让 市 民 和 游 客 检 验 一 下 福 鼎 美 食 的

品 质 。“ 活 动 的 举 办 ，有 利 于 我 们 制 定 福

鼎 美 食 产 业 发 展 的 规 划 ，发 挥 美 食 产 业

密 集 就 业 型 优 势 ，从 而 稳 定

就业、促进消费。”陈善施说。

2019 年，中国烹饪协会授予福鼎市全

国 首 个“ 美 食 地 标 城 市 ”称 号 。 近 年 来 ，

“吃在福鼎”的理念逐渐得到越来越多游

客的认可。福鼎小吃在国内外都拥有了

相当的知名度。福鼎肉片仅在闽、浙两省

注册的门店就达 5000 多家，全国门店数以

万计。据不完全统计，每天具有食品生产

资质的企业发出的福鼎肉片有 30 多吨、小

笼包 28 吨、蜜汁鸡翅 6 万多只。在美国、

加拿大、澳大利亚、东南亚等地，都有人专

门开办福鼎特色美食餐饮店。

余建铭表示，为进一步放大中国“美

食地标城市”的品牌效应，推进福鼎美食

与旅游的深度融合，福鼎市按照“一街一

品”差异化定位，融合文化、美食、休闲等

元 素 ，实 施“ 微 改 造 精 提 升 ”，分 别 在 桐

山 、桐 城 、山 前 建 设 了 特 色 美 食 街 区 ，以

特 色 美 食 街 区 为 重 要 抓 手 ，点 亮 福 鼎 夜

经济，聚拢福鼎烟火气。

在传统认知中，年轻一

代热衷尝鲜，消费意愿更强，

企业更愿意在年轻消费者身

上下功夫。即便是布局银发

经济，企业也更倾向于将目

光对准有钱有闲的都市银发

族，对于身处三线及以下城

市的中老年群体，则往往缺

乏关注。然而，随着人口老

龄化的加速，低线城市银发

经济正在迅速崛起，“小镇中

老年”这个曾经被忽视的消

费群体正展现出不容小觑的

消费潜力。

数 据 显 示 ，55%的 抖 音

电商消费者来自中小商家受

众，其中小镇中老年人是中

小 商 家 的 核 心 用 户 群 体 之

一。下沉市场中，40 岁以上

人群的线上消费能力逐年提

升，月消费 1000 元以上的占

比 68.4%。今年 3 月，在天猫

发布的消费趋势报告中，“小

镇中老年”在养生厨电、家居

改造、食品饮料、户外旅行和

智能产品等多个场景的消费

占 比 均 超 20% ，与“ 新 锐 白

领”“小镇青年”“都市银发”

“精致妈妈”等标签并列，成

为商家重点关注的新消费群

体之一。

小镇中老年消费需求的

释放，离不开互联网的加速

渗透和物流等基础设施的完

善。过去，小镇中老年更多

依赖线下购物，得益于即需

即买、当面交易、钱货两清、

售后方便等优势，传统商超、

农贸市场、乡镇大集是他们

消费的首选。然而，随着越

来越多中老年人融入数字生

活，广阔下沉市场中的中老

年 人 的 消 费 观 念 已 经 悄 然

改变。

线下购物款式陈旧、风

格单一，一些老年用品价格

较高，有的甚至找不到购买途径。网购恰好弥补了这些不足，

为中老年人提供了更为丰富的选择。“先用后付”“低价拼团”

“运费险”等服务的出现，精准打消了他们的顾虑；完善的乡镇

物流网络更是激发了中老年群体网购的热情，带动其购物渠

道从线下主导过渡到线上线下并重。报告显示，2022 年 8 月，

银发用户月活跃用户规模达 2.97 亿元，同比增长 12.5%，增速

明显高于全网平均水平。其中，下沉市场对增长的贡献率达

到六成。

小镇中老年的异军突起，折射出“小镇经济”的强大活

力。在我国，下沉市场囊括了除一二线城市之外的近 300 个

地级市、2000 个县城、4 万个乡镇和 66 万个村庄，近七成人口

生活在这里，总数约为 10 亿。庞大的人口基数吸引着越来越

多行业努力“下沉”，把挖掘“小镇经济”发展潜力作为扩大内

需、寻找增量的重要方向。作为银发人群的主要聚集地，小镇

中老年绝对是一股不容忽视的消费力量。如何更好满足这一

群体的消费需求，亟待企业沉下身心、深入钻研。如小镇中老

年往往更注重性价比，购物决策受熟人影响较大，购物过程更

依赖直播对商品的全方位展示，商家售后和退换货政策是其

重要的参考因素。

拿着旧地图永远找不到新大陆。这些独具一格的特点提

醒相关从业者，小镇中老年不是都市银发族的翻版，更不是小

镇青年的降级，他们同样拥有自成一派的习惯和偏好。相关从

业者要摆脱“下沉市场=低价低质”的错误认知，深入洞察小镇

中老年的消费心理，通过制定针对性经营策略，精准契合他们

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以高品质的产品和服务提升其消

费体验，进而在快速变化的竞争格局中抓住机遇、乘势而上。

图为首届图为首届““罗湖深港文化月罗湖深港文化月””潮流艺潮流艺

术节活动现场术节活动现场。。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为图为““盛夏的光阴盛夏的光阴””

深港深港潮流时尚音乐会活潮流时尚音乐会活

动现场动现场。。（（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人间百味人间百味··烟火罗湖烟火罗湖””美美

食市集上食市集上，，商家在制作美食商家在制作美食。。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福鼎啤酒美食福鼎啤酒美食

节 美 食 区节 美 食 区 ，，摊 主 们摊 主 们

在制作食物在制作食物。。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春沐阳刘春沐阳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