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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经济是地方活力和繁华的体现，也是凸显地域特色、
延伸消费链条、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今年以来，洛
南县以培育夜间经济为抓手，积极推动美食、文化、娱乐等
多元夜间消费业态融合共生，以多样化、多层次的消费选
择，不断满足群众消费需求，持续激发城市活力。

挖掘夜间购物潜力

洛南县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打造地标性夜间购物
集聚区，重点引导皇城广场、金江广场、好又多、都客润、
天天乐、世纪华联等 10 多家重点商超延长夜间经营时
间，鼓励主街区一些服装、文化用品、旅游商品、特产店
及 24 小时便利店按规定开展夜间外摆经营，方便群众
和游客夜间购物，打造“深夜不打烊”夜购场所，挖掘夜
购潜力，促进夜消费增长。

繁荣夜间餐饮文化

结合城市规划和夜食消费习惯，洛南县重点打造花
溪弄、西门口、东门口夜市、金江广场烟火巷夜市等，通
过统一管理、统一服务，发展特色鲜明的夜间餐饮聚集
区 4 个。同时，引导城区的一些特色小吃店、烧烤店开
展 24 小时营业按规定适度外摆经营，满足群众和游客
夜间就餐需求。

增加夜间旅游乐趣

洛南县不断完善夜游设施，加强夜游综合安全监
管，加快“夜游洛南”业态提升，聚力打造音乐小镇亲子
乐园（帐篷营地）、锦绣大地彩灯展、花溪弄景区等 7 个

夜游网红打卡地。全面提升洛南音乐小镇、锦绣大地、
花溪弄等 3 个夜游精品景点，丰富景区文艺演出，开展
花灯展、音乐节、啤酒节、帐篷节、烧烤、亲子乐园等特殊
夜游体验项目，提高沉浸感互动性，增加游客和群众的
旅游乐趣，带动县域夜间经济发展。

创新夜间娱乐业态

洛南县依托现有的皇城广场影院、金江广场影院、
音乐俱乐部等合法健康的夜间文化娱乐业态，丰富年轻
人的文化和消费需求。同时，在华阳影剧院、金江广场、
神龟广场、秦唐街公园广场等公共场所，常态化开展洛
南传统经典戏曲、歌曲、电影专场演出活动，丰富群众文
化生活，拉动群众外出消费。

打造夜间读书书屋

洛南县利用县图书馆、博
物馆、文化馆等文化场馆资源，
在 周 末 和 节 假 日 实 行 夜 间 开
放，延长开放时间。加快建设
品牌书店、24 小时自助图书馆、
咖啡书屋等，尝试无人化经营，
降低夜间成本。鼓励培训机构
在夜间推出语言、艺术、烘焙等
课程。引导社会组织、志愿者
到社区开展插花、茶艺、国学等
传统文化学习活动，支持文化
场馆举办夜间文化展览，定期
邀请各类大师名家开办艺术讲

座和研讨活动。举办非遗文化展览，传承和推广洛南非
物质文化遗产，打造 2个夜间文化交流平台。

开展夜间健身活动

洛南县依托县体育场积极争取举办各类体育赛
事活动，培育壮大体育旅游俱乐部，支持夜间篮球
赛、足球赛等竞技赛事活动开展，带动夜间消费增
长。同时，通过实施全民健身工程，进一步完善县
城河沿河两岸、小广场健身器材、塑胶步道、夜灯
等健身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推动体育场所延长
开放时间，打造 3 个夜间运动场所，为群众夜
间健身提供保障。

洛南多元消费业态融合共生洛南多元消费业态融合共生
本报通讯员 毕波波

初 秋 时 节 ，刚 刚 入 夜 的
商 州 南 秦 河 生 态 公 园 ，风 清
月 朗 ，灯 光 璀 璨 。 在 灯 光 的
映 照 下 ，不 少 市 民 来 此 散 步
游 玩 ，体 验 单 车 喷 泉 、AI 活
力 智 慧 跑 道 、智 能 座 椅 等 娱
乐 设 施 ，感 受 这 一 集 休 闲 、
娱 乐 、运 动 于 一 体 的 城 市 新
地 标 特 有 的 魅 力 。

公园边，一排排整齐的小
摊点如往常一样忙碌起来：烤
面筋、冷锅串串、米线……各
色不一的美食挑动着过往市
民的味蕾。闻着扑鼻而来的
香 气 ，听 着 摊 主 的 吆 喝 叫 卖
声 ，城 市 的 烟 火 气 也 被 彻 底

“点燃”。
“我在广州上大学，今年暑

期 回 到 家 乡 ，感 觉 变 化 特 别
大。特别是在南秦河生态公
园，这里不仅游乐设施完善，还
可以买到很多本地特色小吃。
我希望我的家乡发展得越来越
好！”暑期返乡大学生盛卉卉边
吃美食边说。

作为延长消费时间、拉动
实体消费、推动消费升级的重
要举措，夜间经济为城市生活
质量、投资环境以及文化发展
注入了活力，也让群众获得了
一份稳定的收入来源。

果仁面筋的经营者党占立
就是其中的受益者，他和妻子
按照相关要求，置办了小车、装
了纱网、铺上了地垫，在此经营
起了自己的一方小摊点。

“感谢政府促进夜间经济，
我在南秦河生态公园摆摊，情
况好的话，一晚上能卖五六百元。”党占立边忙边说。

夜间经济是经济，也是生活，它从侧面折射出一座城
市、一个地方的魅力与活力。为促进夜间经济提质增效，商
州区紧紧围绕《商洛市推动夜间经济发展实施意见十条措
施》，进一步激发夜购活力，建设夜食街区，打造活力夜娱场
地，完善夜间经济配套设施，不断提升夜间服务水平，推动
夜经济与饮食文化、民俗文化等深度融合，形成了具有地方
文化特色的夜经济模式。

今年以来，商州区利用南秦河生态公园、九鱼公园等
40 多个公园打造地摊经济聚集区，设置便民市场 14 处、便
民摊位 560 多个；在莲湖路、商州夜市等地设立夜食摊点
180 多个，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业 1500 多人；在丹江公园、
莲湖公园等区域夜间播放电影 100多场，举办乒乓球、夜跑
等市民参与度高的夜间体育赛事 20多场，促进城市夜间经
济焕发新活力。

商州区商务局局长毛玲表示，商州将用足用活扶持政
策，加大对万达夜间经济集聚区、团结路、莲湖路夜间美食
街区扶持力度，引导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转变消费观念和
消费习惯，促进全区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

风味夜食、时尚夜购、魅力夜游、活力夜娱……如今，
商州的夜间经济几乎涵盖了商业、交通业、餐饮业、旅游
业、娱乐业等第三产业，不仅满足了大众个性化、多层次、
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求，打造出商州夜间经济品牌，还有
力地提振了消费市场信心，活跃了消费市场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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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夜
晚的精彩不再是城市的专属，
吃烧烤、跳广场舞、亲子互动
等多姿多彩的夜生活，让山阳
县中村镇中村新区群众幸福
感倍增。

晚上 8 时许，中村镇中村
新区的夜市里是一派热闹景
象，不少周边的村民和企业员
工陪同家人或者好友，穿梭于
这条街道，游玩于特色摊位前，
尽享休闲时光。

放 眼 望 去 ，商 超 灯 火 通
明 、各 个 摊 位 摆 放 有 序 ，生
活 用 品 、风 味 小 吃 、瓜 果 蔬
菜 应 有 尽 有 ，来 往 的 群 众 络
绎 不 绝 ，或 三 五 好 友 边 吃 边
聊 ，或 相 约 广 场 尽 情 舞 动 ，
一 旁 的 孩 子 在 嬉 闹 玩 耍 ，勾
勒出一派幸福和谐的夜色画
卷 ，瞬 间 让 人 感 觉 乡 村 的 夜
原来也是灵动的。

“过去一到晚上就黑灯瞎
火，现在却成了不夜村。以前
镇上的饭店一共只有几家，短
短几年时间已经发展出了几十
家。一到晚上叫卖声、吆喝声
此起彼伏，异常热闹。”中村新
区居民张雪说。

“我是搬迁到新区的，在这
里人生地不熟，也没有什么谋
生的技能，新区干部找到我，问
我愿不愿意去摆摊卖小吃，我
就抱着试试的心态，反正成本
低也没啥损失。我现学了烤冷
面，没想到生意还不错。”摊主
吴小丽说。

“ 新 区 居 民 大 部 分 都 是 搬 过 来 的
易 地 搬 迁 户 ，就 业 问 题 成 了 头 等 难
题 。 在 镇 党 委 、政 府 的 大 力 扶 持 下 ，
新 区 的 集 市 、广 场 等 公 共 设 施 日 趋 完
善 ，加 速 了 发 展 夜 经 济 的 热 潮 ，帮 助
许 多 像 吴 小 丽 这 样 的 家 庭 解 决 了 就
业 问 题 。”中 村 新 区 社 区 党 支 部 书 记
杨 建 平 说 。

杨建平介绍，为进一步拓宽农民增收
渠道，镇上利用闲置空地，向上级争取资
金 30 多万元，规划建成商贸一条街，鼓励
群众自主创业，解决流动摊点乱摆乱放现
象，带动周边 12 户脱贫户创业、50 多人
就业。为确保配套设施及阵地齐全到位，
中村新区社区先后新建公厕 1 座、篮球场
和足球场各 1 个，安装路灯 30 盏、健身体

育器材 10 套，配套设置垃
圾分类亭 12 个、垃圾箱 125
个，建强夜购、夜食、夜娱阵
地。目前，镇上有商超 6家、
烧烤摊 12 家、KTV 等休闲
娱乐场所 5 家、酒店饭店 10
家 、小 吃 店 28 家 、商 店 43
家，为夜间经济可持续发展
夯实了根基。

“志愿者们每天晚上都
来夜市上帮忙，了解经营情
况，问我有没有困难，有事
就打电话，这种暖心服务让
我很感动！”摊主李九菊说。

“为进一步规范夜市经
营，我们组建社区干部、党
员网格员、志愿者巡逻队，
采取定时定岗责任分配的
方式进行不间断巡查，阻止
占 道 经 营 、市 场 外 延 的 现
象，维护集市经营秩序，防
止交通堵塞。今年以来，已
阻 止 占 道 经 营 等 行 为 103
起，开展广场晚间巡逻 130
多次。”中村镇党委副书记
郑彩华说。

为丰富夜经济业态，中
村镇将地方特色文化融入
夜经济，先后开展美食文化
促消费特色活动，打响“孤
山叠翠”“社火闹新春”等中
村特色品牌，让大家尝、大
家议、大家推，开设连锁购
物商超 3 家，打造“无忧集
市”品牌；组织开展夜间文
化健身活动，形成“时尚购
物+美食品鉴+文化娱乐”的

夜间经济地标，吸引周边镇区群众前来体
验消费，持续点亮夜经济活力。

“以前，提到乡村夜生活，我们这里
肯定是无人问津。现在，这里人气旺得
很，当地老百姓不用出门就能挣钱。”郑
彩华告诉记者，乡村夜经济的崛起不是
偶 然 ，这 与 当 地 全 面 推 进 和 美 乡 村 建
设，积极开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
加快建设宜居宜业的现代生活家园密
不可分。

郑彩华说：“近几年，镇上开展了一系
列夜市文化活动、完善了夜市配套设施，
鼓励引导夜间消费，大力发展夜间餐饮、
体育健身、文化娱乐活动。经过几年的培
育，夜经济的消费潜力正在不断释放，商
贸重镇建设迈出了坚实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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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山阳县不断
提升夜间经济品质，加速布
局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
费潜能，在县人民广场西侧
规划建成丰阳美食城。该
美食城占地10多亩，是山阳
县首家政府主导、国企运
营，集餐饮美食、文化娱乐
于一体的综合性场所，已于
7 月 1 日建成开业。美食城
内设施齐全、功能完善，设
有烧烤摊位11个、串串摊位
5 个、移动摊位 70 个、便利
店2个、游乐城1个、表演舞
台1个。图为市民在丰阳美
食城消费。
（本报记者 张 英 摄）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柞水县终南山寨景
区，每周五晚上的篝火晚会准时开始，一瞬间，从
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游客向篝火周围聚集。升腾
的火焰，欢快的音乐，点燃了游客的激情。

和着欢快的音乐，游客们围着篝火，手拉着手
尽情地跳起来，大家在这欢乐祥和的氛围里，共同
感受秦岭深处的惬意与舒爽。

今年以来，柞水县把夜间经济作为发展商贸
经济的重要一环来抓，充分利用生态、交通、区位
三大优势，紧抓西商融合发展机遇，不断加强商业
布局规划，加大商贸文旅产业发展，吸引西安等周
边城市游客，让城乡夜晚亮起来、人气聚起来、经
济活起来。

终南山寨篝火晚会不仅为景区增添了休闲项
目，也集聚了人气，现已逐渐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

夜间经济新品牌。景区内还有夜间特色美食、酒吧
等，不断吸引广大游客前来打卡。目前，终南山寨
景区三街九巷十八楼三十六院，孵化商户 78家，丰
富的文旅业态，日接待游客 6000多人次，商户年收
入20万元以上，辐射带动就业创业2000多人。

终南山寨景区商户白洋说：“这边的空气比较
好、比较凉快，到晚上是相当凉快，就能吸引到一
些西安的年轻人来这里喝酒、唱歌、喝茶之类的。
像我们家，周末的话基本处于爆满状态，晚上的营
业额差不多有五六千元。”

有特色，才能更受欢迎。终南山寨景区积极
打造特色街区和夜间消费聚集区，将陕南传统民
俗与地方文化有机结合，让终南山寨“夜体验”提
质升级，打造当地的“网红”打卡地。

柞水终南山寨旅游公司演艺部副主任张立栓

说：“我们特地打造了一条小吃街、一条酒吧街。
在每周周五的晚上，也新增加了一场篝火晚会。
在星期六的时候，有一个大型实景演艺类活动
——终南夜话，它将我们陕南以前的一些文化特
色再次在终南山寨给大家展现出来。在周天的晚
上也是一场篝火晚会，有效带动了夜间经济。”

为促进夜间经济快速发展，柞水县积极培育
多种夜间消费场景，谋划开展“美味的舌尖夜市”

“终南山寨篝火晚会”等活动，利用终南山寨街区，
以老屋独有的传统厚重建筑形态为大场景，配合
极具当地文化特色的大型主题实景演绎，开发了
孝义文化体验项目。目前，全县共打造集美食、美
购、美饮、美娱、美观、美居、美行于一体的地方文
化特色夜间经济场所 38 处，让游客在旅游的同时
深刻体会柞水浓郁的历史文化风情。

柞水培育多种夜间消费场景
本报通讯员 姜枝朝 李字武 叶词慧

举办系列活动丰富文化生活举办系列活动丰富文化生活，，拉动群众外出消费拉动群众外出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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