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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轮换夜市主题的街区，近期与“职场消费”相关
业态聚集，打造一场“职场办公市”，再叠加文化展览、艺
术表演、休闲娱乐等多重业态，吸引不少游客前来。

围绕“食、游、购、娱、体、展、演”，今年的夏日新“夜”
态不断推陈出新，唤醒了中国文旅消费市场新活力。

“夜市摊位、舞台演绎、游戏互动等会随着夜市主题
的变化而变化，游客在不同时期前来总能找到新意。”社
会山文旅港市场总监韩旭说，“自今年‘五一’期间夜市
开启以来，游客超过20万人次，街区整体销售额超过400
万元。”

渝湘江南社会山店一年半前入驻该街区，店主陈雪
清明显感觉到，每逢夜市开启，餐厅就会迎来大批新的
客户群。“一到傍晚，餐厅就热闹起来，翻台率不断提
升。”陈雪清说。

“夜经济”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拓展了消费空间，
更创造出丰富的消费场景。中国商务部城市居民消费
习惯调查报告显示，60%的居民消费发生在夜间。如今，
越来越多中国消费者追求有品质的“八小时以外”生活。

夜幕降临，天津印象城老码头餐厅，一出好戏《老码
头·戏里戏外》正在上演。餐厅的布景、道具和演员服饰
无不重现了旧时天津卫码头的市井气息。每位食客入
场前在“角色盲盒”中随机抽取角色身份，在正式表演中
化身“戏中人”，一边和专业演员互动演戏，一边跟随剧
情品尝地道的天津美食。

“融合是关键。”天津北方演艺集团事业（文旅）拓展
中心项目部经理王晶说，“我们以戏剧形式讲述天津饮
食文化，很多观众对在观剧中吃到什么样的美食非常期
待。同时，通过与演员现场‘飙戏’，食客可以身临其境
享受一场视、听、味觉的融合盛宴。”

“这不仅仅是一次用餐，而是一次新潮的消费体
验。”“90后”体验者小尤在剧中扮演了一个小配角，“演
戏过程全程有摄像机记录，如同真实的拍戏场景一
般”。用餐结束后，小尤带走了自己参演的“微电影”，留
下一份专属回忆。

南开大学商学院副教授梁峰认为，从单纯的“味觉
经济”到“视听经济”再到“体验经济”，沉浸式、互动式、

艺术式的夜间经济模式不断涌现，成为中国多地促进消
费、提振经济的“金钥匙”。

夏日来临，合肥启动的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推出“夜
赏庐州月”等超百场特色活动；井冈山打造的天街夜游
将数字化与红色文化交融；北京消费季夜京城活动将联
动全市40余个商圈、200余个品牌、万家门店开展百余项
促进夜间消费主题活动；天津则推出了相声、歌舞、话剧
等“夜场演出单”……

更大范围内，今年 4 月，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
2023年文化和旅游消费促进活动开启。活动将以暑期
为重点，举办“中国之夜”文化和旅游消费嘉年华暨“夜
精彩，越美好”暑期文化和旅游消费季，活跃夜间经济、
引领消费增长。

零售平台美团数据显示，今年 5 月以来，中国夜间
（18时-次日6时）商超的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71%，水果
外卖订单量同比增长62%，服饰鞋帽外卖订单量同比增
长超200%。

恢复和扩大夜间消费离不开政策支持。在《关于进
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
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等政策支持下，如今，中国已
经打造两批共 243 个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
区，夜间文旅消费规模持续扩大。

今年以来，黑龙江、安徽等地积极制定促进夜间经
济发展的政策规定，通过鼓励商家延时经营、“真金白
银”支持等方式，丰富夜间文化和旅游产品、服务供给，
促进夜间文化和旅游经济发展。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说，中国夜间文化和旅游
消费的概念已经完成市场导入并开展了诸多商业实践，
产生了有目共睹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同时，高质量发展夜间经济不仅仅表现在“亮化工
程”，更应深耕人文内容、拓展消费场景和发展多元业态。

“要营造消费者可触可感的消费场景，更要以艺术
引领的时尚品味和文化氛围构建面向未来的城市旅游
竞争力，着力提升中国城乡居民的文化获得感和游客满
意度。”戴斌说。

来源：新华网

“夜经济”催生
中国消费新“夜”态

下班后，不少
职场年轻人在咖
啡摊、茶点铺、“办
公零食区”解锁美
味 ，再 领 取 一 份

“职场解压指南”，
参与互动游戏放
松身心……夜幕
下，天津市社会山
的城南往市国民
主题街区“第五届
国民夜市”再次上
新，进入“夜嗨”模
式。

3月18日，观众欣赏沉浸式美食互动戏
剧《老码头·戏里戏外》。 新华社发

>>>>>

<<<<<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研究员邓李才最近多次
前往冷湖——一个地处中
国青藏高原东北部、平均
海拔约 2800 米的小镇。
在距离小镇约 70 公里的
赛什腾山上，由他负责的
SONG 望远镜项目圆顶
安装刚刚通过验收，望远
镜本体已于 5 月 31 日运
抵冷湖，开始安装调试工
作。

冷湖镇，隶属于青海
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
茫 崖 市 。 目 前 ，包 括
SONG 望远镜项目在内，
共有总投资近20亿元的9
个天文望远镜项目，正在
这个仅有500余人口的小
镇紧张建设。

“这是中国首个采用
新型技术建设的望远镜圆
顶，利用自然风控制圆顶
内温度，这将明显改善望
远镜的圆顶视宁度。”邓
李才介绍，这个望远镜
项目是国家天文台参与
的国际合作项目的中国
节点设施，建成后将和其
他国家的望远镜一起，对
相同观测目标进行全天连
续不间断观测，通过星震
学方法研究恒星内部结
构、探索太阳系外行星系
统。

世界首台用于太阳磁
场精确测量的中红外观测
系统AIMS望远镜最近也
在赛什腾山上取得了新进
展，它的核心科学仪器之
一——8至10微米红外终
端成像系统已在4月中旬
运抵冷湖天文观测基地，
并开始了与望远镜系统的
对接和调试工作。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
台怀柔太阳观测基地总
工 程 师 王 东 光 介 绍 ，
AIMS 望远镜将填补国际
上没有中红外波段太阳
磁场望远镜的空白，揭开
太阳在中红外波段的神秘
面纱。

青海冷湖赛什腾山距
离青海省省会西宁市约
1000公里，这里平均海拔
4000 米，常年寒冷多风，
干旱少雨，昼夜温差大，四
季不分明，属典型大陆性
气候，具备了成为优秀天
文台址的基本条件。

“冷湖不冷，未来可
期。”邓李才认为，随着更
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进一
步测试的开展，冷湖有望
成为国际光学天文研究的
重要基地，为人类探索宇
宙奥秘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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