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学历
高、颜值高、本领高，这样的“三高”
女子穿梭在大街小巷，会吸引多少
市民的眼光？日前，一支由21人组
成的女子礼仪巡查特勤中队正式在
沈阳中街区域开始执勤服务。

中街获批首批国家步行街改
造提升试点以来，街道环境面貌、设
施功能全面提升。为了更好地展示
中街国际化商圈定位，沈河区组建
了一支承担皇城地区城市管理辅助
执法工作的女子礼仪巡查特勤队
伍，对中街区域实行日常礼仪巡视
管理，展现沈河城市管理规范、阳

光、文明、有礼的新形象。
21 名女子礼仪巡查特勤队队

员经过层层选拔，最终脱颖而出。
她们平均年龄26岁，其中10人拥有
本科以上学历，4 人熟练掌握英语
口语，可以无障碍与外籍游客交流。

“队伍组建后，进行了礼仪培
训，辅助执法管理法规培训和廉政
教育培训，每天还进行约 5 小时的
军事训练。队伍将充分发挥女性耐
心与细致的强项，增强管理服务工
作中的感染力与亲和力，助力提升
中街的吸引力和服务水平。”沈河区
相关部门负责人说。

亮丽风景线——
女子礼仪巡查特勤亮相中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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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街是历史的，也是时尚的；是世
界的，也是中国的；是大众的，也是精
致的；是线下的，也是线上的。但，中
街的本质是“市”。

中街是根据“前朝后市”的规划
兴建并发展起来的，不论怎么改造和提
升，商业街的这个“商”都应该摆在前
面。沈河区谋求中街的下一步发展思
路，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把这条街
还给商业，还给商家。

如何在“硬”改造的同时，进一步
提升中街“商”的吸引力，实现“软”升
级？沈河区的思路是：突破传统商业模
式，突出引进多元业态，推动产业升
级、营销升级、智慧升级。

产业升级已经启动。投资 1.3 亿
元的益田假日改造升级项目，重点发
展餐饮、百货、体验类文化、美术和娱
乐业态；投资1.6亿元的盛京龙城改造
升级项目，打造集餐饮、文化和体验类
娱乐业态于一体的商业综合体；投资
1.3亿元的中央里文化产业园项目，人
们可以在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荟兰戏
台”听戏，可以在“青春集散地”体验国
际潮流，可以在“旮旯院”选购满族文
化伴手礼……

网络、智慧、大数据，是改变单一
商业模式的突破口。沈河区依托故

宫、大帅府两大文化IP，在中街步行街
上复制“大政殿”和“十王亭”，打造网
红街区，开展直播带货，促进线上线
下融合发展。推出“手机游中街”APP，

“嘎钟哥”和“哈鼓妹”陪您逛中街。
李斌是沈阳荟华楼珠宝有限公司

的掌门人，在中街奋斗了42年。当人
们都以为他会尽享退休悠闲生活的时
候，他却宣布联合中街多个商家，投入
1.4亿元，参与到中街头条胡同和官局
子胡同改造项目中。他说：“‘政府一
家独大’的思维变成了‘小政府大社
会’，把中街交给商户，我们做生意有
信心，有劲头！”

在中街改造提升过程中，沈河区
坚持政府、企业与社会多元化投资，
突出群策群力，广大群众和商户支持
配合，管理机构、运营机构和有关部门
齐心协力攻坚。

为长久发挥商户的能动作用，有
效聚合政府、智库、社会和商家等各方
面资源，沈河区组建盛京皇城文商旅
产业联盟，成立沈阳盛京皇城文化旅
游区综合发展理事会，构建“政府+咨
询机构”的外脑支撑体系、“政府+文化
团体”的实施助推体系、“政府+平台公
司”的运营管理体系、“政府+商会”的
沟通保障体系，实现管理与智力、财
力的广泛聚合和裂变放大。

在改造后的一座老建筑上，一只
金凤凰从层层广告牌后显现出来。这
是中街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亮点，象
征着中街的涅槃重生、展翅腾飞！

凤凰涅槃 创新理念下的一条发展之路

“我们在这里要恢复一个满族民
俗疙瘩院，吃住游娱购一体化！”沈阳
荟华楼珠宝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在
中街中央里胡同改造现场充满信心
地说，“中央里的改造、招商均由商会
负责，政府仅做必要指导。我们在招
商时设置门槛，选择优质品牌，既不
能用高房租来筛选商户，又不能因为

‘打招呼’就坏了规矩。”
9 月 10 日，中街商会正式成立，

李斌担任会长。他说：“商会是连接
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平台，也是商户
充分自治的舞台。”

价格战、恶性竞争如何避免？实
体商户的转型升级谁来牵头？无序

的招牌“大”赛谁来管？一直以来，这
些问题都困扰着中街的商户。

该如何解决？随着中街改造提
升的实施，答案随之浮出水面：建设
商户充分自治与党委、政府领导相结
合的现代治理模式。

中街的改造绝不是一场简单的
装修，而是一次深刻的变革，一次现
代治理模式的创新实践。“变”在哪
里？不仅是“面子”，更是“里子”。

“自治”过程中，商会成员难免发
生意见分歧，如果无法做出实质性决
策怎么办？市场和政府都要起作
用！沈河区创立融合商会、政府、智
库等各方人士的理事会，作为商会之

上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所有利益
相关方都能充分发表意见。

“理事会将统筹协调职能部门、
‘园区+平台公司’、中街商会、产业发
展联盟，牵头推进中街及‘盛京皇城’
的发展建设和运营管理，加快形成园
区闭环管理体系。”沈河区相关负责
人说，“以后，我们还将继续探索‘放
权’，给予理事会相应的政府管理职
能授权，使其能够做到自我约束。”

“把中街还给商户！这是沈河区
的承诺。你把这座楼包下来，做特色
民宿，政府给你政策支持；你要那座
楼做文创园，我们也给你支持。”每周
一次的早餐会也是中街治理改革的

一项举措，会上沈河区主要领导对企
业家说，“将来，我们要主动腾出地
方，把区委、区政府搬出中街，让新业
态有更多的发展空间。”

按照规划，沈河区依托故宫、大
帅府、中街三大核心要素，带动“盛京
皇城”区域协同发展。在完成中街路

“主动脉”改造后，继续打通“毛细血
管”，持续推进孙祖庙、耳朵眼等特色
胡同建设。在拆除兴隆连廊的基础
上，加快盛京龙城连廊拆除及北顺城
大白楼征收，推进通天街沿线景观综
合提升，最终形成“一横一纵多胡同”
发展格局。而中街未来将发生的改
变中，商户依然是主角。

为新业态发展创造广阔空间
——沈河区创新管理体制赋予商户充分自治权

本报记者 陶 阳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近
日，沈阳中街的全新IP形象——“嘎
钟哥”“哈鼓妹”“小凤天”三大“萌物”
亮相沈城，为中街代言。这是沈河区
激活释放文化潜能、打造现代化都市
和历史文化名城融合的一次实践。

“嘎钟哥”“哈鼓妹”是以曾经
的中街钟鼓楼原型来设计的。据
史料记载，中街钟楼上的大钟由努
尔哈赤从辽南带到沈阳，1637 年，
皇太极将大钟悬挂于钟楼之上，并
命名为“盛京定更钟”。按照“钟鼓
齐鸣”的古制，在中街另一端的鼓
楼架上大鼓，二者遥相呼应，成为

盛京城内一大景观。
“嘎钟哥”“哈鼓妹”将过去存在

于中街的钟鼓拟人化，赋予新的生
命。在性格设定上，“嘎钟哥”害羞
木讷，却有一颗炽热的心；“哈鼓妹”
搞怪贪玩，是个小话痨。“‘嘎哈’谐
音东北方言中的‘干啥’，让这对兄
妹更具地域特色。”国家文化科技创
新服务联盟设计师说。

“小凤天”也是中街新形象 IP
之一，其形象源自凤凰，名字音同

“奉天”，结合凤凰涅槃的传说，寓意
着中街步行街经过此次改造提升，
必能浴火重生、繁华再现。

醇厚“沈阳味”——
三大“萌物”为中街代言

本报讯 记者陶阳报道 在
改造提升硬件的同时，沈阳市沈
河区通过实施“文化+”战略，深
入挖掘历史文化，做强清文化、民
国文化，推出清文化循迹游、民国
遗迹游、遗存遗迹游、民俗文化主
题游、购物时尚游、中街逛吃游等
贯穿“盛京皇城”、中街步行街的6
条文商旅融合的旅游动线。

游客可以在益田假日世界里
畅玩欢乐城市嘉年华，体验长安

里主题生活街区，参观梵高星空
艺术馆；走进老字号传统名店，品
尝非遗特色的老边饺子、中街大
果；在特色胡同领略中央里文化
特色街区风貌，品味沈城特色小
吃；逛时尚中街，寻迹吉顺丝房旧
址、吉顺隆丝房旧址、利民商场旧
址的相关历史和故事；在皇城恒
隆广场感受高端时尚品牌；在萃
华黄金文化博物馆观看国家级
非遗大师掐丝展等。

文商旅融合——

6条主题游线路逛遍沈河

清文化循迹游线路

汗王宫遗址——豫亲王府遗
址——特色胡同——中心庙——
沈阳故宫——东三省总督府——
盛京城门——品尝美食

民国遗迹游线路

张氏帅府——赵一荻故居
——沈阳金融博物馆——帅府舞厅
——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旧址——满
铁奉天公所旧址——同仁医院旧址
——东三省官银号——品尝美食

遗存遗迹游线路

西北角楼——盛京城门（怀
远门、抚近门）——清代一条街
——下马碑——利民商场——吉
顺丝房旧址——吉顺隆丝房旧址
——钟鼓楼遗址——品尝美食

民俗文化主题游线路

盛京古玩市场——胡魁章笔

庄（省级非遗项目）——大舞台乐
器行（新铜业胡同）——中街冰点
城（市级非遗中街大果制作技
艺）——鼎泰乐和茶社（纯正东北
相声戏曲）——品尝胡同小吃和非
遗美食（马家烧麦、李连贵熏肉大
饼、纯正老鸭粉）

购物时尚游线路

中街步行街（东口）益田假日
世界——沈阳商业城——沈阳春
天——皇城恒隆广场——萃华金
店黄金文化博物馆——市府恒隆
广场——品尝美食

中街逛吃游线路

益田假日世界——品尝非遗
项目老边饺子——中央里文化街
区，品尝沈城特色小吃——寻迹吉顺
丝房旧址、吉顺隆丝房旧址、利民商
场旧址——品百年非遗中街大果——
皇城恒隆广场——萃华黄金文化博
物馆看国家级非遗大师掐丝展

在中街改造接
近尾声时，“嘎钟哥”
“哈鼓妹”“小凤天”
三个卡通形象出现

在沈城的街头巷尾，并通过网
络与亿万网友“见面”。它们
极具地方特色的名字，蕴藏着
沈阳乃至东北人民引以为傲
的文化标识，从中不难找出这
样的符号：保护传承、思想解
放、文化自信、创新飞跃。

这是沈阳市沈河区在三年
中街大改造中坚持的核心要
义，更是沈河区践行新发展理
念，调整产业结构、提升供给质
量、激活消费潜能、拉动国内国
际双循环，助力沈阳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推进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征程中的关键词。

创新思路、创新规划、创新
布局，一条街的复兴世人瞩目；
业态升级、产业升级、管理升
级，一座城的繁华值得期待。

思路规划布局创新 业态产业管理升级

四百年中街迎蝶变
本报记者 陶 阳

位于沈阳“盛京皇城”的中街，具
有400年历史，是中国最早的商业街，
也是迄今为止我国内地最长的商业
步行街，素有“东北第一美街”的美
誉。区域内商厦林立，加之周边沈阳
故宫、张氏帅府等历史文化遗存，中
街成为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和旅游
胜地，也是沈阳市、辽宁省乃至全国
的一张亮丽名片。

然而，近年来和很多中心城区传

统商业街一样，中街地区交通拥挤、
设施陈旧、同质化严重等问题显现出
来，电子商务的崛起更是给中街带来
了巨大的冲击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传统商业街一定要改！而怎么
改才能再现繁华？这个问题引来众
多关注和思考。

商务部流通产业促进中心研究
员陈丽芬认为，“通过建设高品位步
行街，扩大有效供给，促进供需适配，
减少消费外流，有利于研发新产品、
探索新模式、引领新消费，更好地满
足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稳定发挥消费
推动经济发展主动力的作用。”

随着需求层次与购买力不断提

升，消费者的消费意识从数量型、生
存型、温饱型向质量型、发展型、享受
型转变，而传统商贸业已经无法满足
这种消费需求。这就需要从供给侧
方向来改造，并通过改造引导和推动
整条街商业业态和经营模式的根本
性转变。沈河区上下这样共识。

答案不谋而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2018 年 12 月，沈阳中街作为东

北地区唯一代表，与北京王府井、上
海南京路、重庆解放碑、南京夫子庙
等 11 条步行街被商务部列为首批国
家步行街改造提升试点。

2019 年 11 月，盛京皇城文化旅
游区被文化和旅游部列入5A级旅游

景区创建名单。基于此，沈阳市委、
市政府将中街步行街改造提升作为
全市重点工程，集市、区之合力，全
力推进中街改造提升。

按照国家要求和省市部署，沈河
区突出“文化赋能”，实施“文化+”战
略，强化“产业链”思维，通过对中街沿
街建筑进行历史风貌和文化修缮，规
划布局文化景观小品，引入新兴业态，
打造头条和官局子胡同特色文化街区
等举措推动“腾笼换鸟”，实现文商旅
融合发展，建设传统商业与时尚体
验、生活消费与旅游购物、文化创意
和高端服务相融合的城市现代商业展
示区。

腾笼换鸟 传统商街的一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中街历史上经历过多次改造，
这次要更加具有前瞻性、全局性、战
略性和跨越性，让中街改造成为沈
阳实现现代服务业突破的标杆性
项目！”文化学者冯述说。

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从被
确定为全国试点时起，沈河区就开
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反复调研、论证、
修改方案，让改造成为筑巢引凤的
样板工程。

在钟鼓楼要不要复建、怎么重
现的问题上，政府、商户、学者、群
众代表等各执一词，前前后后成形
的就有六套方案，但一直没达成一
致。最后，大家决定，与其当下强
硬上马，不如留待未来有更好的
方案时再执行。

把一条什么样的街留给后人？
具体点位的改造意见可以有不同，但
关于此次改造的大方向，沈河区上下
早已达成共识：不搞短期规划、不搞

“花拳绣腿”、不搞盲目创新，更不是
拆掉重建，而是综合保护和利用。

为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与规划
后期的拾遗补阙，沈河区强化顶层
设计，依托《盛京皇城城市设计方
案》总体规划，制定了 23 个相关规
划设计，包括《中街路概念设计方

案》《中街商业业态升级规划》《中街
空间活化和消费升级项目策划方
案》，以及对标打造国家级步行街千
分制考核标准，完成《中街路地面铺
装及城市小品施工图设计》《中街路
立面方案和亮化设计》《官局子等7
条特色胡同概念设计》。

“样板工程”“标杆工程”不是
“花拳绣腿”。为了确保工程质量，
沈河区细化《2020 年盛京皇城综合
保护利用实施项目表》，制定12张鱼
骨图。市、区工作专班每周至少调
度 2 次，及时查堵点、找漏点、攻难
点，有效地保证了施工进度和质
量。目前，总投资6.35亿元的七大
类12个项目建设任务已经全部完成。

和其他商业街区相比，中街最
大的优势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尊
重历史才能传承文化，中街改造突
出清文化主题风格，对 3.3 万平方
米的路面进行重新铺装，对主街 28
栋建筑总计 78 个商家外立面实施
改造，追求最大限度地与历史相似，
与文化贴近。“地面的石砖有 10 厘
米厚，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这不是
大材小用，我们的目标就是打造百年
工程。”沈河区相关负责人说。

传承文化和追逐时尚并不相
悖。沈河区立足文商旅一体化的特
色，以“日观光+夜经济”为突破口，
对71栋建筑进行灯光亮化，火树银
花、流光溢彩的夜景观，将吸引夜间
客流，促进街区消费。

筑巢引凤 着眼未来的一个“样板工程”

“盛京皇城”旅游动线设计

通过改造，引导和推动整
条街商业业态和经营模式发生
根本性转变。

中街的本质是“市”，
要把这条街还给商业，还
给商家。

对中街的改造，不搞盲目
创新，更不是拆掉重建，而是综
合保护和利用。

中街步行街上商厦林立。 本版图片由本报记者郑磊摄

沈阳中街的全新IP形象。

女子礼仪巡查特勤队员正在执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