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2020 年 8 月 3 日 星期一 □本版责编 何 玲 □本版美编 郭佳卉 经 济

■中国城市报记者 郑新钰文图

走在繁华的街道上，尝尝
当地小吃、看看特色工艺品、
体验历史文化……步行街是
一座城市的商业名片，也是文
化窗口。

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
步行街文化内核缺失、功能定
位混乱、业态同质化、规划不
合理等一系列的问题浮出水
面，导致这个昔日的“流量担
当”不“红”了。

2019年初，商务部提出在
全国11条步行街试点改造提
升，使之成为“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平台、城市发展的靓丽名
片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
的有效载体”。

“2019年，11条步行街总
的客流量和营业额同比增长
22.6%和17%。”在商务部近日
召开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商
务部副部长王炳南给出的数
字印证了改造提升步行街对
城市经济提升的重要作用。

在步行街改造上，大江南
北，各有千秋，试点城市都在
此过程中尝到了甜头……

成都宽窄巷子：

特色小店开进来

7月25日，四川省成都市
迎来了一场雨，但宽窄巷子内
依然人头攒动。青黛砖瓦的
仿古四合院落里，坐落着一家
名叫“壹丁咖啡”的小店，“慢”
是这家咖啡店的主题，也彰显
着这座城市的格调。

丁志还清楚地记得，12年
前，他在宽窄巷子开了第一家

“壹丁咖啡”，当时院子中间的
7张桌子就是全部的家当。

丁志怎么也不会想到，这
个在巷子里出生的咖啡小店
12年后走向了全国各地甚至
海外，成为了本土咖啡的文化
品牌。

和巷子相守的这 12年，
用丁志的话说：“我在为宽窄
巷子守气。”守的是人气，更是
烟火气。

在宽窄巷子里，像“壹丁
咖啡”这样“守气”的特色小店
数不胜数。

时光回溯到 2019 年底，
在第一批11个步行街提升改
造试点近一年时，国务院常务
会议强调，要以更有针对性的
政策措施，发展“小店经济”，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促进形成
一批人气旺、特色强、有文化
底蕴的步行街。

小店与步行街合体，这对

于已发展将近20年的步行街
来说，无疑是一个新风向。

“特色小店是一个地域生
活方式和传统文化的重要载
体。成都市在改造提升示范
街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挥首店
经济和特色小店的作用。”成
都市副市长牛清报告诉中国
城市报记者，成都在这方面主
要做了三项工作：引进、调整
和示范。

牛清报介绍称，政府对于
新入驻市级以上特色商业街
的中华老字号、四川老字号，
符合条件的有政策支持；同
时，引导商业企业以特许、加
盟、收购等多种形式挖掘整合
传统特色小店，鼓励传统特色
小店改造为有引领性的旗舰
店、概念店、体验店、定制店，
适应消费升级的需求。

“步行街的品质提升需要
不断进行业态的优化和升
级。”牛清报提到，成都市在宽
窄巷子步行街制定了业态调
整的指导目录，引导街区业态
差异化发展。2019年街区商
家换租率超过15%。

如今的宽巷子，重点发展
川菜、川茶、川酒等本地特色
文化标签类的业态，重点引进
文创、艺术、公益、书店类的业
态，而井巷子重点打造创意文
化市集和网红咖啡区，提升以
文化为内核的业态组合。

此外，记者了解到，成都
还开展了特色小店的示范店
评定，制定了成都市商业特色
小店服务示范店的评定办法，
通过行业协会组织开展特色
小店服务示范店的评定。
2019年全市共评定了100个
特色小店服务示范店。

杭州湖滨步行街：

新型业态带起来

疫情给服务业、实体店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不少商
家选择线上求生。

在数字经济风起云涌的
浙江省杭州市，直播电商正为
商家、也为湖滨步行街带来

“乘数效应”。
李韵是湖滨步行街的常

客，每到周末都会来此“打
卡”。最近，李韵发现步行街
上多了一座全透明的玻璃房，
透过玻璃房外的LED大屏可
以看到主播在这里直播。而
这，就是杭州打造的“湖上直
播间”。

在李韵眼中，一面是天下
无双的湖，一面是繁华兴盛的
城，最新的业态坐落在两者之

间，很是新鲜。
“我们小小的一间‘湖上

直播间’连播了40场，收入就
达到7000万元，这在传统的
商业模式中是不可想象的。”
杭州市副市长胡伟告诉记者，
在杭州复商复市的过程中，步
行街成为了关键的“重启键”。

胡伟说：“这一轮步行街
提升改造工程和以往不一样，
过去往往是‘重形态、轻业
态’。我们非常重视商业模式
创新，此次改造可以说是‘业
态大于形态’。”

如今，湖滨步行街已经成
为了杭州这座城市商业模式
创新的策源地，老字号走到线
上，头部电商走到线下，线上
线下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相
向而行，“人、货、场”在这里重
构，新零售创新的故事每天都
在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湖上直
播间”已升级成为“5G湖上直
播间”，未来通过5G网络，湖
滨步行街区将为消费者打开
一条购物的“高速通道”。

胡伟表示，通过政府的引
导、市场的主导、企业的主体，
湖滨步行街培育生态圈，构建
打卡地，联合头部企业组建了
直播电商产业联盟，也开展了
系列的夜经济嘉年华，不断激
发了整个街区的创新力、活力
与消费潜力。

南京夫子庙步行街：

诚信经营管起来

诚信经营是步行街健康
成长的生命线。当线上商品
都有监管，线下步行街的商品
如何保质量？

江苏省常州市民杨成在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选择带
着家人到南京领略秦淮风
光。在夫子庙步行街游览后，
杨成不仅看到了秦淮河的桨
声灯影，也感受到了金陵城的
繁华变迁。不过，令他印象最
深刻的部分是这条街的诚信

“身份证”。
“走在南京夫子庙步行

街，每家店铺门口都贴着‘诚
信夫子庙’的二维码。我只要
扫描二维码，就可以了解商家
的基本情况和诚信星级。如
果商家出现不诚信行为，我还
可以通过二维码进行投诉。”
杨成告诉记者，“牌坊里还有
特别设置的‘诚信夫子庙’提
示栏，这和我去过的步行街都
不一样。”

“诚信经营是夫子庙步行
街不断提升的永恒主题。”南
京市副市长沈剑荣表示，在南
京试水的过程中，主要侧重于
强调自律以及通过监督触动
商户诚信经营，并建立一套纠
纷解决机制。

在强调自律方面，南京采
取了两个举措：一是形成商户
诚信联盟，把所有商户集中在
一起，向步行街、向社会提出
诚信的诺言；二是发挥街区党
组织的作用，把街区里的党员
和所有商户结对共建、互帮互
助，从“要我诚信”向“我要诚
信”延展。

“首先每个商家的门口都
有一个诚信二维码，也就是
说，游客来了以后都能看到这
家商户的诚信记录。通过夫
子庙步行街的官网APP也都
能够看到这些店的诚信记
录。”沈剑荣介绍称，南京基
于大数据把这些商户从采购
到经营，到日常的行为进行
整体画像得出一个综合评
判，“这个综合评判依据的是
《商户诚信度分级评定办
法》，是我们和商家共同制定
的评级办法。通过这个办
法，商家们知道整体运营过
程、经营过程，诚信是受到随
时随地监督的。”

此外，南京市还形成了一
套解决纠纷的机制。“我们推
行了消费者投诉快速处理机
制。这里有几项工作，包括7
天无理由退货、小额争议投诉
先行赔付、旅游消费侵权先行
赔付等一系列手段，用以完善
诚信经营的纠纷解决机制。”
沈剑荣说。

“小切口”可做大文章
如果说了解一座城市的历史，要去这座城市的博物馆；那

么要想知晓一座城市的商业文化，就要去这座城市的步行街。

“老”和“旧”一度让步行街沉沦，但岁月的积淀才是步行

街的精华。

改造提升步行街就是要传承历史文脉、挖掘文化内涵，将

周边的资源“串”起来，让文化资源“活”起来，把历史的建筑

“用”起来，使步行街融入城市发展，展示城市魅力。

近日，南京夫子庙、杭州湖滨路、重庆解放碑、成都宽窄巷

子、西安大唐不夜城等5条步行街作为“领头雁”成功“出圈”，

成为全国示范步行街。

步行街通过“整形”，真的带来经济效益了吗？记者从商

务部获知了两个数字：一个数字是200亿元，重庆市解放碑步

行街在2019年一年的销售额是200亿元，并带动了渝中区社

零总额实现1200亿元；第二个数字是84万元，这是2019年元

宵节西安大唐不夜城步行街一天的客流量，改造提升以后这

条步行街全年的客流量同比增长了150%。

从上述两个数字不难看出，步行街改造提升工作只要做

到位，确实能够产生“乘数效应”。

第二批步行街提升改造试点已经公示，而全国还有2100

多条步行街，如何通过步行街这个“小切口”做好城市消费和

就业的大文章，将是各地接下来面临的重要课题。

实力派还是颜值派？
步行街改造提升解密

改造后的成都宽窄巷子步行街街景。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