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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在城中，人在“山”
中，“这有山”将“山”搬进
商场。

茶社、书店、话剧院、酒
店、影院、文创、小吃街、问蟾
亭等场景穿插排布，人们徘徊
在“山”中，寻亭台、踏山阶，仿
佛这里就是都市里的“桃花
源”。“这有山”用别出心裁的
设计打破了大众对商业综合
体的刻板印象，一跃成为吉林
长春的知名网红打卡地。

当文旅撞上商业空间，会
擦出何种火花？

内如其名
商场里有座“山”

在长春，熙熙攘攘的红旗
街上从来不乏热闹。作为当
地最繁华的商业街，这里遍布
了包括欧亚商都、亚细亚百货
大厦、红旗街万达广场等在内
的购物商城，“这有山”也赫然
在列。

从外部来看，“这有山”似
乎与其他商场并无显著差别，
但等人们真正步入商场，才发
现内有乾坤——商场里真的
有座“山”。从建筑结构方面
看，这有山区别于传统商场。

“我们不再极致追求楼层化，
而是舍租赁面积而保环境体
验。”“这有山”企划部负责人
孙亚婧在接受中国城市报记
者采访时称，为了塑造“山”一
般错落有致的形态，他们不得
已减少了商铺的面积。这样
一来虽然租金会减少，但为消
费者提供了一种别样体验。

“一进门就是一座山形建筑，
主山道环绕向上，商户沿周边
布置，让消费者能够一边逛店
购物，一边爬山游览。”孙亚
婧说。

从一楼到商场最高处，中
国城市报记者看到，由山坡盘
旋至山顶，沿途有着各种韵味
十足的景观，从街到巷到庭
落，以及石子铺成的街路、古
朴的牌匾、林立的山石……目
之所及的是具有强烈年代感
的山丘景色。功能划分则包
含餐饮美食区、嘉年华区、影
院街区、话剧院、书店、咖啡
馆、文创街区等。特别是山洞
大厅，面积达1000平方米，可
举办舞会、市集展览等活动，
能够满足消费者吃、住、行、
游、购、娱的需求。

有别于其他商场的是，来
“这有山”逛，真的如同在“爬
山”。人们只有拾级而上才能
穿梭于各个商铺之间，这不仅
考验体力，更考验记忆力。“不

过不必担心迷路的问题，我
们每一个商户都经过
专业的培训，能够熟
记 商 场 路 线 。如
此不仅是为了能
给消费者指路，
更多是出于消
防安全方面的
考 虑 。”孙 亚
婧说。

谈及“这
有山”的创意
来源，孙亚婧
表示，山山水
水的自然景观
距离都市人群
有些距离，大家
往往只能借着节
假日历经舟车劳顿
才能领略到自然风光。

“我们希望能将青山搬进
城市中心，盖上一层玻璃外
罩，在四季分明的东北，让山
不覆雪，绿树长青。在这里，
人们可以拍照打卡、步步赏
景，既免去了旅途奔波，又能
获得一站式娱乐体验。”孙亚
婧称。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
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
授吴丽云在接受中国城市报
记者采访时直言，文旅商业综
合体通常都会包含餐饮、购
物、休闲娱乐、住宿等业态。
相比之下，“这有山”最大的差
异就体现在其把自然山水搬
到了综合体内部，相当于把自
然游玩体验项目和其他业态
作了融合。

此外，吴丽云还提到，“这
有山”展现出的非遗元素也是
其特点之一，这使文旅商业综
合体具备了更强的功能性。

多元业态
助力夜经济发展

“这有山”不仅将山水融
入商业空间，还成为了支撑当
地夜经济发展的重要场景之
一。早在 2021 年 11 月，“这
有山”就被文化和旅游部确定
为第一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
旅游消费集聚区。

夜食、夜演、夜游……夜
经济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拓
展了消费空间，更激发出了丰
富的消费场景。相关数据显
示，中国60%的消费发生在夜
间，大型购物中心每天 18时
—22时的消费额占比超过全
天的一半。

中国城市报记者在“这有
山”发现，晚上八九点这里仍
灯火通明、人声鼎沸。人群中

年轻人居多，他们或是三五成
群穿梭于琳琅满目的小店，或
是刚刚从山顶剧院出来。

实际上，据透露，“这有
山”目标客户群体本身就是无
目的休闲、度假人群，很好地
迎合了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态
度和消费需求。因此，从“这
有山”的商业构建模式不难看
出，需求侧的转变正在紧逼消
费供给侧必须进行革新。对
于城市中的实体商业来说，模
式转变已是势在必行。

在“这有山”，人们哪怕逛
到半夜也不用担心住宿问题，
玩累了可以住在“这有山舍”。
据了解，“这有山舍”因古色古
香的风格和藏在“山”中的 IP
定位，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打
卡。据孙亚婧介绍，现阶段，
这有山商铺的营业时间为10：
30—22：00，而“这有山舍”则
是24小时营业。

“‘这有山舍’共有 46间
房，有46个房型。”孙亚婧称，

“这有山舍”中没有一样的房
间，人们透过房间窗户看到的
景观也不尽相同。中国城市
报记者在其中一个明显具有
亲子属性的房间发现，透过阳
台可以俯瞰“这有山”错落有
致的全景，也能看到“山”间行
走的人群，这能够让消费者实
现“面山而居”的愿望。

融合了吃、住、行、游、购、
娱以及非遗体验、自然山水的

“这有山”模式是否可以在其
他城市推广？

“这样的文旅商业综合体
更适合北方城市引入，毕竟北

方的冬天过于寒冷，消费者更
愿意进行室内活动。”吴丽云
分析，可以先做文旅再叠加商
业，这也是旅游业发展的重要
规律。也就是说先吸引游客
前来体验山水、非遗等特色，
再建设配套商业项目。但如
果反其道而行之，则和普通商
场无异。

良性商业模式构建
离不开政府支持

“这有山”自 2019 年 10
月1日开业以来就备受关注，
如今已是长春的热门旅游打
卡地，为当地带来了巨大的
客流。

据孙亚婧透露，今年“五
一”期间，“这有山”的客流量
日均超4万人次，其中外地游
客占比40%。外地游客指的
不仅仅是长春周边城市游客，
更包括来自北京、上海、广州
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的游客。
刚落下帷幕不久的端午小长
假，“这有山”日均客流量达
3.8万人次，日均营业额在220
万元左右。

事实上，“这有山”现如今
的成绩离不开相关政府部门
的大力支持。据悉，吉林省文
化和旅游厅在文旅演艺项目
方面给予了“这有山”大力支
持，将吉林省交响乐团、吉林
省吉剧团、吉林省歌舞团等专
业院团带进“山”中。专业且
带有吉林地域特色的演出，使
得来到“山”中的游客既能游
览美景，又能享受视听盛宴。

在业内看来，“这有山”的
建设和运营符合国家、省、市、
区的产业政策、总体规划及相
关要求，尤其是在商贸体验、
夜经济、旅游休闲、文化娱乐
等领域填补了吉林省乃至国
内休闲旅游产业的市场空白；
通过商业运营、设计模式的创
新，建设创新型旅游服务集聚
平台，全力打造国内唯一属性
的微度假休闲产业服务区，进
一步提升了长春市朝阳区的
综合承载能力，促进长春市乃
至吉林省的商贸流通及服务
业的快速发展。

因此，“这有山”如何维持
新鲜感和对客群的吸引力，
真正实现“长红”也成为重要
课题。

“‘这有山’坚持弘扬传统
文化，一直走在传承与保护的
路上。”孙亚婧表示，与其讨论
如何维持新鲜感，不如说研究
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的有关
内容做得更好，让长春乃至吉
林的地域文化传播得更远。

“开业至今，‘这有山’承办了
多场景区推介会。‘以旅聚势、
以商增值、以文为本’是‘这有
山’经营的底层逻辑，未来我
们也将不断权衡文化、旅游、
商业的关系，真正实现相互连
通、相辅相成。”孙亚婧说。

据介绍，目前，“这有山”
开展了许多沉浸式的演出活
动，如“开山仪式”，通过快闪
及变装等方式让游客获得参
与感。未来，“这有山”还会在
游客体验、娱乐与互动环节上
增加亮点。

走进长春走进长春““这有山这有山”：”：

文旅商融合文旅商融合        ““山山””中多体验中多体验
■中国城市报记者 张亚欣文图

长春“这有山”文旅商业综合体内部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