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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示

作为沈阳特色美食街区，西塔
今年再次入选大众点评 2020 年全
国 50条必吃街之一。9月 27日晚，
和平区政府联合美团，在西塔街举
办大众点评必吃街授牌仪式，东北
首条必吃街正式落户西塔。

“必吃街”是基于大众点评海
量 用 户 真 实 评 价 和 验 证 综 合 选
出，受本地、外地食客欢迎的美食
商圈指南。2020 必吃街精选国内
33 城共 50 条美食街，以此展现城
市特色美食商圈风貌，沈阳的西
塔连续两年入围全国必吃街。在
西塔街上，两年内共有 8 家商户连
续上必吃榜，三年内共有 3 家商户
连续上榜，是名副其实的外地人
来沈阳的必到之地，也是沈阳本
地人的必逛之街。

此外，西塔区域内星级评价
超过三星半的美食商户达 354 家，

营业时间超过 24 时的美食商户有
60 家，也是沈阳夜间经济的重要
体现。

当天，和西塔必吃街一同揭幕
的，还有“和美夜西塔 月圆嘉年
华”西塔街国庆系列活动。活动
期间，游客在西塔不仅能欣赏到
独具朝鲜族特色的歌舞表演，而
且还可以现场参与制作打糕、紫菜
包饭、韩式拌饭等环节，在品尝朝
鲜族美食的同时还能亲手制作。
此外，还可以通过大众点评霸王
餐，免费报名体验西塔十余家特
色餐厅。

经过和平区改造升级后的西塔
街成为集餐饮、购物、旅游、娱乐等
功能于一体的“朝鲜族民族特色夜
经济街区”，不仅是味道正宗的朝鲜
族风情街，而且也是朝鲜族文化的
传承和发扬地。

着眼于“塑造城市之魂、弘扬城市精神”，和平区
大力推进文化地标建设，提升城市的“精气神”。

从激活城市历史文化资源升级改造老北市，到
借力网络传播影响力新建集装箱小镇，再到弘扬民

族特色文化推出“西塔嘉年华”，金秋时节，和平区三大活动同
时“引爆”，绽放出别样的文化魅力，为沈阳这座既古老又现代
的都市增添了新色彩。

传统升级的老北市与最新时尚集装箱小镇相得益彰，特色
体验“西塔嘉年华”锦上添花，既在内容上“凝聚乡愁”彰显本地
文化，又在形式上让广大市民喜闻乐见，真正凸显了文化地标
的价值。

和平区牢牢把握“品质为先、异彩纷呈”的核心要义，融合
商、旅、文、体，围绕“购、食、游、娱、秀”等主题，提升改造一批特
色文化街区、规划建设一批潮流文化空间，全面激活城市文化
基因。

一个具有烟火气、沈阳味、时尚潮、国际范儿的和平新形象
愈加清晰明朗。

游在北市

缤纷秋色 品质和平
——沈阳市和平区启动三大活动释放商旅文体产业融合魅力

本报记者 丁 冬

历时一年半紧锣密鼓的兴建，建
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的老北市即将与
广大市民和游客见面，为百年老街整
体升级改造画上完美句点。

从阜新一街转向皇寺路，迎头就
能看到一座崭新的彩绘牌楼，与路东
侧的大石牌坊遥相呼应。牌楼上方的
匾额写着“北市场”三个大金字，在繁
华的都市中开辟出另一番境界。

穿过牌楼踏上石砖路，可以看到
一侧是有红色圆柱装饰的清代风格建
筑，另一侧是青灰色的民国风情砖石
建筑。改造完成的老北市建筑群古朴
大方，街道宽敞明亮，既留住了气质，
又提升了颜值。

街区风貌的改造完成，只是一个
契机，和平区还有更长远的打算。“老
北市开市后，和平区将通过多种途径
为其赋能，深挖历史文脉，凝心打造文
化地标，聚力推进文商旅融合。”和平

区委书记刘志寰说。
10 月 1 日，和平区老北市将正式

开市纳客，届时，老北市的北区文盛
园、南区文奉园和中区皇寺广场，三
区将同时开放。与此同时，“和泰升
平·皇寺庙会”将在皇寺广场举行，
为期一个月的庙会期间，将上演“非
遗大戏迎国庆”“匠心手作最沈阳”

“锡伯家庙祝太平”“南北百货购奇
珍”等活动。

八旗风萨满舞、皇家上香祈福大
典、北市摔跤、戏装鼓……“十一”期
间，皇寺庙会每天推出专场演出。“升
级版”皇寺庙会将给市民和游客呈上
市井文化、民族文化、民俗文化等多元
文化融合“大餐”。

作为城市文化地标，老北市不仅
记载着沈阳往事，而且正书写着崭新
的篇章。

老北市，未来精彩可期。

皇寺庙会再升级 赏玩市井文化意趣

说起集装箱，很多人脑海中浮现的
是海上的货运轮船、火车搭载的那一节
节锈迹斑驳的集装箱。在很多90后、00
后的眼中，它们笨重而又神秘。

如今，它们以青春的样式与色彩
出现在人们眼中。

站在沈阳和平杯世界足球公园
正门向对面望去，就能看到融·InBox
集装箱小镇，一个个或长方形或正方
形的集装箱，箱体“涂鸦”上各种流行
元素，绚烂又充满异域感。

和平区以绿色发展理念为引领，
采用200余个全新环保集装箱材料，
充分发挥集装箱环保节能、建设周期
短、项目可拆移等优势，逐渐形成环
项目经济带，带动满融地区实现梯
次、科学开发。

集装箱小镇占地面积8.5万平方
米，是一个囊括了电竞体验、街头秀
场、主题餐饮、儿童娱乐、共享办公、
主题民宿、特色小吃、汽车影院等多
元化、多业态的文商旅融合特色小
镇，也是目前全国最大的集装箱小镇。

利用模块化建筑模式，采用最节
能环保的集装箱材料，为沈阳市增添
了一处可随时随地移动、展现个性
的、全新的移动式商业体验。这种不
动土木、环保又节约的建筑模式既可
以融入浑河南岸旖旎风光之中，又成
为和平区一处独特的秋季美景。

小镇 25 日晚启幕后，音乐、影
视、电竞等潮流文化主题活动接连密
集登场，为市民提供不断档的潮流文
化盛宴。

坚持绿色发展理念 老货箱焕发新光彩

老北市 新妆容

沉淀百年繁华，再迎蝶变新生。
站在中心区域的皇寺广场上向南

望去，色调古朴、民国风情的青灰色砖
楼与一道之隔的中共满洲省委旧址纪
念馆遥相呼应；向北瞭望，高低错落的
建筑群让人仿佛置身于清代盛京繁华
的街头巷尾。焕然一新的老北市，市
容市貌变了，将历史人文原汁原味地
再现出来。

留住历史风貌，留下发展空间。
沈阳市和平区把老北市列为重大改造
工程项目，努力在保护历史建筑、传承
历史文脉方面着力打造沈阳市的标
杆；把老北市作为承载文化根系的平
台，通过改造升级塑造独特的东北文
化新地标。

如今，老北市洗去百年尘埃，清爽
回归。老街区蝶变，老房子新生，历史
街区舒展身姿、重现真容。

全面改造提升，为老北市这个历史
文化街区辟出一条涅槃重生的途径。

盘活历史文化资源，恢复活色生
香的历史味道，和平区重视体现老北
市历史文化建筑特点，深度挖掘老沈
阳历史、文化内涵，还原老北市曾经的
繁荣景象，精准定位沈阳新的文化地
标，使老北市成为具有北方文化影响
力的核心区，形成文化高地。

遵循这一目标，和平区提出以传
统文化产业为基础，以文商、文旅、文
创、文演、文展、文科、文娱为整体定
位，以“一庙两寺”为中心内核，打造

“一核、两带、四区、多点”的文化发展
格局，整个历史文化街区将被打造成
巨型“无墙的博物馆”。

践行这一思路，和平区投资 10.3
亿元对北市场核心区域进行整体升级
改造：北区的建筑风格与实胜寺、锡伯
家庙风貌保持一致，统一建成清代风
格；南区的建筑风格与中共满洲省委
旧址纪念馆风貌保持一致，统一改造
为民国初年风格，打造民国风情一站
式体验商业街区；核心区内的中心广
场及皇寺路东起点打造为“北市庙
街”，建立皇寺庙会常态化运营机制。

用“看得见的手”对历史街区进行
保护，借“看不见的手”盘活历史文化
资源，老北市恢复了活色生香的历史
味道，也将开辟出区域经济新的增长
点，和平区历史街区活化保护的路将
越走越宽。

深挖历史留住“根”塑造东北文化新地标

回归传统地方特色文化的升级改
造，“改”出了历史建筑风貌，“造”出了
城市文化新地标。

在老北市的北区，拥有六栋建筑群
的新建项目——文盛园拔地而起。这个
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的建筑群，建
设了集禅修文化、民族文化、非遗文化等
为一体的主题院落街区，统一打造成建
筑空间、经营业态与多元文化精粹完美
融合的清风格主题院落群。

唤醒清文化记忆。位于实胜寺以
西、皇寺路以北的文盛园，是一处围绕
锡伯家庙东、北、西侧的 U形区域，集
中展示沈阳的清文化底蕴。作为“老
北市 1636”的原点，文盛园囊括了共
益剧场、敬贤辽菜博物馆、辽宁老字号
品鉴馆、辽宁非遗体验馆、北市场老酒
馆等主题文化单元，将带领游客沉浸
在清文化体验之中。

南区的文奉园，由原本的闲置楼
宇“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风情一站式
体验商业街区。文奉园整体有七栋
地上 2 至 4 层、地下 1 层的建筑群，总
建筑面积约 4.9 万平方米，统一的民
国风格呈现出“老北市，最沈阳”的文
化主题。

展示民国文化经典。大观茶园、
老电影院、老物件博物馆、蜡像馆、生
生照相馆、满绣等民国主题经典文化
单元百花齐放，让游客一站式体验民
国风情商业街区的魅力。此外，这里
还奉上珍贵的文化展览：三楼的八旗
满族旗袍展、四楼的汲古传芳——民
俗文物展。

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文化自觉
打造出的老北市，具有鲜明地域特色
的历史文化，真正让城市看得见历史、
留得住乡愁。

改造升级走“老路”北区盛京韵南区民国风

“网红”打卡地集装箱小镇开门迎客
9月末的沈阳，天气逐渐转凉。但在沈阳市和平区满融地区，一座全国最大的

集装箱小镇拔地而起，让这个秋季变得“热情似火”，刮出夜间经济“潮流风”。
有腔调、够先锋、满是人情味儿、不缺烟火气，是这个小镇“个性”的关键词。
在这里，原本死板的集装箱变换出各种色彩，搭配着潮流涂鸦与文字，颇

具美式现代风格，却又与旁边的街道融合得十分和谐统一，充满了潮流与浪漫
的情怀，成为一道节日潮流文化大餐、一种全新城市生活体验。

在融·InBox集装箱小镇，每个
集装箱里都是一家特色店铺，店铺
的装潢与箱子的风格保持一致，兼
具功能与时尚的双重需求。

西 南 角 的“LePar OFFICE 共
享办公”，迎着清晨河边的雾气，拉
开了小镇的“窗帘”，它是早起的“模
范生”。

这是一座两层集装箱建筑，一
楼布置了一个小小庭院，沿户外阶
梯上去，二楼是舒适前卫的共享办
公区域，有桌椅、有绿植，有水、有
电，还有一群追求个性、独立的“同
事”。

负责人朱晓月说，试营业至今，
“共享办公”迎来了不少客人，有慕
名而来的，有偶然遇到进来坐坐
的。正聊着，一名清晨到小镇“采
风”的摄影师，背着相机和大大的书
包推门而入，“用一下办公室，我要
传几张照片。”

时间刚到中午，离“共享办公”
不远处的一个集装箱里，“WaSa 非

洲鼓”就聚集了一群游客，这里绝对
是小镇的“C位”。店主曲春光热情
好客，店里动辄几万元的非洲鼓，他
毫不吝啬地拿出来与大家一起击
打。“在分享中，收获快乐。”他说。

“WaSa 非洲鼓”是东北最大的
非洲鼓教学和专营店，来这里学习
非洲鼓的学员数量已经达到了 300
人。把店开在集装箱小镇，曲春光
说：“这里的环境特别适合欢快的鼓
点。”

集装箱小镇不仅有办公室、乐
器馆，而且是一个“吃喝玩乐住”的

“大集合”。
小镇设置了翼展烟火市集、箱

遇有时广场、听风逐野民宿三大功
能区，其中，翼展烟火市集入驻了
多个知名餐饮品牌；箱遇有时广场
汇聚了健身俱乐部、乐器体验馆、
轰趴馆、书店、鲜花馆、咖啡店、玩
偶店等众多体验类互动项目；听风
逐野民宿则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了住
宿的体验。

设置三大功能区 兼具功能与时尚双重需求

东北首条必吃街落户西塔

玩在小镇

吃在西塔

浑河北岸沈水湾公园。 本版图片由沈阳市和平区委宣传部提供

老北市文奉园。

别具特色的集装箱露台。

西塔街是远近闻名的朝鲜族风情街。

中山公园菊花展。

老北市西牌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