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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特刊

“这家烧烤味道挺不错的，之前
在滨河路夜市摆摊的时候我们经常
去吃，现在迁到这里来，味道是一点
没变，但环境更好了，坐在这儿吃很
安逸。 ”家住白河县城关镇狮子山社
区的李先生与几位好友坐在摊前，
等待着烤串。

李先生口中的滨河路夜市正是
白河县夜间经济的火爆前身。 2020
年夏季伊始， 白河县城区衍生出各
式各样的小地摊，沿道路两侧、车站
路口、 广场四周等地呈现小规模集

中摆摊，一时之间，狮子山新区、老
城区的道路显得更加狭窄， 伴随产
生的环境卫生问题也为城市管理工
作带来难度。

“刚开始摊主自主选择摆摊的
位置都是人流量较大的地方， 点位
多而散， 晚上收摊后各处卫生更显
脏乱差。 针对这些现象我们首先调
整工作模式，加大卫生清扫力度，同
时在滨河路相对宽敞的地方临时规
划了一片摆摊的区域， 引导摊主们
集中摆放。 ”白河县城管执法大队教

导员梁明说， 滨河路小食品摊贩临
时集中经营点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
市民的消费需求， 也为城市增添了
几分烟火气。

但是， 滨河路夜市随着居民消
费的需求，摆摊区域越来越大，随之
而来的占道经营、交通堵塞、噪声扰
民、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日益突出，严
重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活和出行。

为不断规范流动摊贩的经营模
式，本着便民、利民、不扰民的原则，
今年以来， 县城管局多次会同市场

监管局、 交警大队等相关部门开展
实地调研、综合研判，在深入摸排 、
征求商户意向、居民需求的基础上，
结合城区实际， 决定关闭滨河路小
食品摊贩临时集中经营点， 并在城
关镇狮子山社区秦风汉郡商业中心
广场打造夜间经济示范街区。

“看到通知后，内心是着急又迷
茫， 还好城管局的工作人员到摊上
给我们介绍新夜市经营的要求 ，让
有需求的摊主根据经营户准入退出
机制先申请登记备案， 符合条件的
话就可以拿到摊位证。 ”手工烤面筋
摊主纪道元坦言， 听完介绍自己很
快就提交了材料。

如何为夜市长久运营保驾护
航？ 白河县城管局创新精细化管理
模式，强化综合服务保障，建立部门
协同监管机制， 在夜间经济示范街
区开街前组织经营户进行食品安全
培训 ， 引导摊主自觉提升经营服
务品质 ， 有序推动夜市经济各摊
点向市场化转变。 如今，新选定的夜
市区已入驻 50 余家摊位，干净整齐
的摊位与品类齐全的街区， 既满足
了流动摊贩的经营需求、 活跃了辖
区商业氛围， 又有效解决了流动经
营和市容环境秩序相矛盾的问题 ，
这里的 “夜市” 真正带火了夏日经
济。

白河县夜间经济示范街区从广
大人民群众需求出发， 以人为本做
好城市管理工作， 让城市发展带给
人民群众满满的获得感、幸福感。 下
一步，白河县将不断探索适应新时
代城市管理的新模式 ， 研究新办
法 、推出新举措 、管出新成效，为
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
真正让白河的夜间“亮”起来、夜市
“火”起来、消费“热”起来、群众“乐”
起来。

“走， 到长安水街去吃个夜市，那
里的烧烤很不错！ ”“吃夜市的同时还
可以看节目呢，经常有演出，最近还有
动漫巡游呢！ ”7 月 27 日，平利县第二
届全民 k 歌大赛欢乐开唱；8 月 8 日，
“情缘双拥·爱在平利”2024 年平利县
军地交友联谊活动现场， 百余人共赴
浪漫之约；8 月中旬，“漫游长安 幻想
盛宴”平利县首届动漫巡游精彩上演。
除此之外， 还有 “泼水节”“龙虾啤酒
节”等轮番上阵。

近期，在平利县长安镇石牛水街，
汇聚视觉、听觉、味觉的“清凉一夏”系
列活动在夜幕下上演，迎来亮眼流量，
点亮夏日夜晚的梦幻缤纷，掀起了“夜
经济”新热潮，为文旅消费市场注入源
源不断的活力。

“热辣滚烫”的火热画卷

当夕阳敛去了最后一抹橘色的光
辉，燥热的街道褪去了白天的繁忙，街
灯与星光交相辉映时， 石牛水街充满
烟火气的夜生活开始了。

水街的舞台中央，魔术表演、歌曲
演奏、多彩舞蹈轮番上演，现场人山人
海，热闹非凡。台下观众或在廊桥边打
卡拍照，或在各色餐饮店聚餐谈笑，阵
阵微风从河面吹过， 拂去他们一天的
疲惫，带来了清凉的慰藉。

在水街的河道中央， 一场热烈与
清凉交织的泼水节正火热进行。 绚烂
的灯光闪烁不停， 游客们在肆意飞溅
的水珠中穿梭， 跟着热烈的音乐节奏
摇摆，尽情释放压力与烦恼。 “有歌舞、
有美食，加上泼水节，氛围也太好了。 ”
来自镇坪县的游客周雨欣和她的朋友
们觉得不虚此行。

水街一角的美食集市， 各色商户
齐聚一堂，一张张长桌上，油香四溢的
烧烤、色泽红亮的油焖大虾、冰镇爽口
的啤酒……灯光下， 水街夜市的各种
美食令人垂涎欲滴， 让游客们尽情享
受舌尖上的美味。

长安镇通过招商引资助力旅游业
态发展，从省外企业引进游乐设备，有
效的充实了石牛水街娱乐项目内容。
在“引”进来的同时，积极推动县域内
多家商户前来“捧场”，通过科学规划
和合理开发， 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
和特色化发展，丰富了旅游业态，提高
游客体验感和满意度， 提升长安镇知

名度和吸引力。
现如今，石牛水街水畅岸绿景美，

西岸已累计培育 12 家业态，形成了特
色美食一条街，东岸布局 11 个徽派大
院， 作为长安硒茶小镇景区的康养民
宿、休闲度假板块。同步建设了农事体
验园、花卉廊架，配备了雾森系统。 引
进文化运营公司对水街进行统一管
理、统一运营，常态开展文化活动，开
展“春茶韵、夏清凉、秋丰收、冬过年”
系列活动， 吸引众多游客和群众前来
游玩，促进经济发展，让周边群众既改
善了生活环境， 又参与到景区旅游服
务之中，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实现
共建共享的“共同缔造”理念。

在水街经营的摊主洪余喜高兴地
说道:“镇上举办龙虾啤酒节， 人流量
特别大， 我从外地回到了家乡重新出
摊， 现场每天都有很多游客光顾我的
摊位，生意很火爆，非常感谢政府提供
这么好的一个平台! ”其他参与活动的
商户也纷纷表示，现场客流爆满，每天
的备货都销售一空。

热闹背后的各方合力

绿色健康的蔬菜、 香甜多汁的果
肉、清甜扑鼻的香气，龙唐军的蔬菜瓜
果摊刚一出摊便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
品尝、购买。 这些可口的瓜果和新鲜蔬
菜正是从河岸上 12 亩农事体验园里现
摘现卖。 采摘园环境优美，有机蔬菜、瓜
果应有尽有，应季可供游客实现新鲜蔬
菜和有机瓜果采摘体验与购买。

“这里的西瓜个头精巧， 饱满多
汁，甜味浓郁，今年夏天我们家的西瓜
基本上都是来这里现场采摘的， 孩子
玩得开心， 我们也能享受健康绿色的
天然食品。 ”住在县城的易萍一家对农
事体验园赞不绝口。 占地 12 亩的农事
体验园，主要发展循环、绿色、生态农
业，满足游客观光采摘。 8 月中旬将种
植 12 个大棚的草莓，预计元旦可以开
始采摘，收入将达 20 万元左右。 占地
63 亩的蔬菜保供基地， 土质肥沃，富
含硒元素， 是全县富硒蔬菜种植的精
品基地，蔬菜品种齐全，自种自售，四
季换新。依托绿色健康生态采摘基地，
石牛水街餐饮店实现了从田间到餐桌
的用餐体验， 游客足不出户便可体验
浓浓的田园风情。

好酒也怕巷子深， 好景更要勤吆

喝。 长安镇通过视频号、抖音等互联网
平台大力宣传引流， 运用短视频等新
媒体手段， 制作刊发系列活动宣介视
频 30 条，形成热点话题，结合线下一
系列特色活动打卡， 做强长安 “夜经
济”宣传，讲好硒茶小镇故事。 与此同
时，邀请网络达人前来现场参观打卡，
并进行网络直播宣传推广， 解锁平利
“夜商圈”消费新场景。

线上推介引来了流量、 人气和新
活力，让长安文旅迅速“出圈”。 “家人
们， 我面前的这一桌美味就是石牛水
街‘龙虾啤酒节’的标配，宵夜时可以
吹吹风， 还可以欣赏灯光水影中的石
牛河夜景，舞台上还有魔术互动表演，
这里好玩又好吃 ， 欢迎大家前来打
卡！ ”暑期旅游旺季来临，长安镇柳坝
村第一书记贾琦工作之余， 又加入石
牛水街的推介大潮。 平日为村民进行
视频带货农产品的“贾主播”，此刻又
摇身一变成了石牛水街景区 “推介
官”。 他用手机镜头记录水街“火爆”的
夜生活，视频拍摄制作完成，经由他的
微信短视频、 朋友圈等新媒体平台宣
传推介，助力水街美景、美食、娱乐持
续“火出圈”。 长安镇通过优化整合驻
村第一书记资源， 坚持扩展第一书记
服务“半径”，聚合帮扶部门的资源优
势，打造“第一书记服务团”助力茶文
农旅融合发展。

“各位游客，请右转后将车停入停
车场。 ”当游客进入石牛水街后，在熙
熙攘攘的人群中，身穿“红马甲”的志
愿者们显得十分惹眼， 他们不断给来
往游客提供咨询、 引导等服务。 据了
解，长安镇组建了一支由公安、市监、
供电、供水、镇村干部组成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志愿服务队，在主干道沿线、景
区内外及出入口等人流密集场所设置
志愿服务点，开展路线指引、细心咨询
等旅游志愿服务工作。 并根据各自职
能全面排查重点区域安全隐患、 食品
健康、垃圾清理等问题，强化夜经济综
合治理，加强监管监督，在精细化管理
上下功夫，努力营造舒适安全、和谐美
好的夜间消费休闲环境，让“夜经济”
既丰富多彩，又安全有序，让慕名前来
的游客耳目一新、安心放心。

久久为功的焕新而来

“这里水好清，白天阳光洒下来河

面波光粼粼的， 底下的石子看得一清
二楚， 还能去洪福茶山和长安茶城游
玩，这趟可是玩美了。 ”十堰市竹溪县
游客马女士对石牛河区域的风景赞不
绝口。

“吸引客人来,环境首先要好。 ”为
了还原石牛河的生态底色， 平利县完
成石牛河划界，更新“一河一策”方案
并组织实施，健全“一河一档”，开展了
石牛河健康评价， 初步建成全县河湖
长制信息化平台。在全市率先建立“河
长+警长+检察长+法院院长” 工作机
制，加强联合执法，重拳打击涉河违法
行为，常态化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吸纳
社会各界人士参与到爱河、 护河文明
行动中来。 2022 年底，陕西省河长办
评选命名了 15 条“陕西省幸福河湖”，
平利县石牛河荣列其中。

同时，平利县充分挖掘石牛河水利
风景区优越的生态环境、便利的区位交

通、舒适宜居的气候、多样的历史文化
等特色优势条件。 以石牛河为轴线，景
区内的溪流、 湿地等水系为发展脉络，
秉承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抓好石牛河堤
防、长安河堤防、拦水坝、洪福茶山水土
保持等工程，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项
目布局， 将水文化贯穿进茶乡风情、秦
巴山水特色体验中，通过生态恢复技术
和措施， 进一步改善景区的水生态功
能，提升景区的生态旅游价值。

一河碧水扮靓了和美乡村， 长安
镇人居环境整治成果也日益向好。 党
员干部带头 ，群众主动参与 ，从 “清 、
拆、建、改、管”上下功夫，环境越变越
美，来长安的游客越来越多。

“每周都有穿着红马甲的镇村干
部在我们这儿带头清扫，后来，住在周
边的群众看到后， 自觉把自家门前屋
后都清扫干净。 ”中坝村村干部余怀东
说。

长安镇实施镇属及驻镇单位卫生
片区清扫工作机制，每周一、四对卫生
责任区彻底清扫，各村(社区)督促农户
落实“门前四包”责任，手把手帮助群
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

看着民居改造吃上了 “旅游饭”，
环境越来越美，日子越过越好。 原先没
有“松口”的部分住户也都通过干部上
门说、真情劝一一被打动，同意拆除土
坯危房，着手拆旧建新后打造农家乐、
民宿等旅游业态。 人居环境 “改头换
面”后，“引客入平”便不再是难事。

“‘夜经济’ 的火爆反映了消费市
场的韧性和潜力， 有利于培育消费热
点、提振消费信心和消费预期。 ”长安
镇党委书记郑杰说，未来，长安镇将继
续深度挖掘文化资源， 进一步丰富夜
间经济业态， 通过不断完善公共设施
与服务来激发消费活力、 释放消费潜
力，实现流量常在、景点长红。

夜幕低垂，华灯初上，城市在夜色中焕发出别样的生机与活
力。 近年来，随着全市各县区积极投身夜经济的建设与发展，夜
晚不再仅是休息的代名词，它正成为激发消费热情、推动经济发
展的新引擎。 夜经济作为现代都市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丰
富了市民的夜生活， 更成为衡量城市经济活力与文化魅力的重
要指标。

据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60%以上的消费发生在夜间， 这表
明夜间已成为消费的“黄金时段”，能够激发消费新活力。

夜经济的兴起，首先带来了消费模式的创新。 在县区，夜经
济不再局限于传统的餐饮、娱乐，而是涵盖了文化、旅游、体育等
多个领域，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消费生态。 夜间体育赛事、文化市
集等活动的举办，不仅满足了市民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需求，
更激发了消费热情与活力，为县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其次，夜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 随着夜经济
的蓬勃发展，夜间工作岗位需求日益增长，从餐饮服务到文化活
动组织，从安保维护到清洁服务，每一个环节都孕育着大量的就
业机会。 这对于缓解就业压力，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具有重要的
社会意义。

再者，夜经济的发展，提升了城市文化软实力。 夜经济不仅
是一种经济现象，更是一种文化现象。 它通过夜间文化活动的举
办，展现了城市独特的文化魅力，增强了市民的文化自信和城市
归属感。 同时，夜经济也成为城市对外展示形象的窗口，吸引了
更多游客和投资者的目光，提升了城市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在蓬勃发展夜经济的同时，还需要看到，地方文化特色、资
源禀赋、市场需求等内容应该认真考量。

其一，深入挖掘县区独特的文化元素，如地方民俗、历史遗
迹、艺术传统等，与夜间经济活动深度融合，构建具有地域特色
和品牌辨识度的夜经济体系。 举办如夜间文化节、 传统艺术展
览、地方美食节等，旨在吸引广泛受众参与，强化文化认同感与
地方自豪感。

其二，积极鼓励夜间业态的多样化发展，涵盖餐饮、娱乐、零
售、休闲、文化、体育等多个领域，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偏
好。 引入夜间市集、创意夜店、24 小时书店等新兴业态，丰富夜
间消费体验，提升夜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其三，重点加强夜间照明、交通、安全等基础设施建设，为市
民及游客提供安全、便捷、舒适的夜间出行与消费环境。 例如，增
设夜间公共交通服务， 确保重点夜经济区域的照明与安全监控
设施完善。

其四，在夜经济发展中贯彻绿色发展理念，注重环境保护，
避免噪声污染、光污染等问题，倡导绿色消费行为，如使用环保
餐具、鼓励低碳出行方式，促进夜经济的绿色转型。

其五，利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夜经济的智能化管
理水平。 例如，利用智能应用提供活动信息推送与导航服务，增强消费者体验与参与
度。

总的来说，夜经济作为一种新型混合消费业态，不仅丰富了百姓生活，也成为扩大
消费、促进内需的新引擎。 夜经济的繁荣，不仅点亮了城市的夜晚，更激发了消费的热
情，促进了经济的多元化发展。 县区应抓住这一机遇，积极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夜经济
体系，让夜晚成为展现城市魅力、提升市民幸福感的重要时段，共同绘就一幅繁荣、和
谐、活力四射的夜经济画卷。

最 是 烟 火 抚 人 心
记者 田丕 通讯员 王婵 胡铃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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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夜间经济示范街区诞生记
通讯员 纪围 罗娜

“夜经济”激发消费活力

市民和游客在夜间经济示范街区游玩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