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草根夜市
也要讲点精细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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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夜市里如何在夜市里
找到不一样的人间烟火找到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2023年，重新释放的消费激情点燃了天津的夏日“夜经济”，各区相关部门也深挖自赏，结合区域特色筹划开放了一个又一个夜市，期待津城夜
市燃爆烟火气。有的吃、有的玩，自然是夜生活的必然节奏，但今年夏天扎堆亮相的数十个夜市却并非个个都能赚得盆满钵满，有不少夜市陷入“同在
山峰不得花香”的尴尬境地。

究竟怎样的夜市才能受到青睐？到底这夜市之美该如何绽放？本报记者走访津城多家夜市，看看有哪些不一样的人间烟火。

夜市是中国传统休闲文化中始
终灿烂的明珠。远溯至唐朝，我国的
夜市文化就已是闻名遐迩，唐代王建
的《夜看扬州市》就通过“夜市千灯照
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的诗句，让彼
时熙熙攘攘的场景跃然纸上。《全唐
诗》里有近八十首诗提到各色酒旗、
酒幔、酒旆，而今日夜市里的各色旗
帜、招牌、霓虹灯更是与古代市集遥
相呼应。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人总
是倾向于关注运动的东西，对静止事
物易于忽略。由此可见，极致草根的
夜市文化也同样蕴含着诸多管理与
经营的门道。

今天的夜市，在经济文化都高度
发达的背景下，更需要通过精细化管
理展现符合时代的新夜市文化。

比如，信用体系的加持。在严选
商户入围之后，经营中如何让商户在
卫生、环境优良的基础上，在用料、做
工、品质保障，甚至手工商品的售后服
务等方面形成严格管理模式？健康安
全的消费承诺是否能够落地，让“煎烤
炸冰”不再是夜市餐饮的唯一符号，卫
嘴子文化绵延出的丰富美食，如何为
烟火气平添健康美味标签？据了解，
有商户评星的措施已在实施，不过让
消费者在夜市里放心消费，是一道亟
须解决且不容形式化的考题。商户的
星级评定不是目的，如何客观公正、随
时更新地进行评判，才是星级的含金
量，才是管理的价值所在。

再比如，不断迭代更新的主题活
动。主题夜市固然有噱头，但短促热
度过后仍需要提振消费热情与活力的
城市又该如何呢？今年在本市一些夜
市中接连上演的 LiveHouse、泼水节、
音乐节等或许都不是首次登陆天津，
但定期翻新的活动和高互动性的现场
感确实大大刺激了区域活力。

或许是露天里的一场老电影，或
许是自己动手调配的一杯奶茶，或许
是一个玩偶的集卡……天津是一座有
文化有情怀的城市，卫嘴子们爱吃也
爱说，多品类文化的融合在这里交相
辉映，夜市有的不仅仅是烟火气，更是
这座城市的精神气。用精细的管理擦
亮夜市这颗草根明珠，或许我们都能
找到不一样的体验。

新报记者安元

记者观察特色招牌一字开
银旗彩帜邀客来

一方夜市，半城烟火。盛夏搭配
夜市，想想都是大写的“舒适”。自年
初以来，各类消费快速复苏，7月启动
的2023第三届海河国际消费季也将
夜市列入提振消费的重要范围。

“唐装美女很上镜，今天打卡反映
不错，朋友圈刚发出10分钟就有好几
十个点赞。”“这摊位长龙拍出来夜景
很有层次，我的打卡九宫图和抖音今
天都要刷屏，前两次我的夜市视频就
挺受关注，今天我要再接再厉。”逛夜
市的市民告诉记者。

各区的夜市都尽量办出特色。国
风潮、异域风、创意市集等主题比比皆
是，新推出的夜市更是普遍博得爱热
闹的天津人们的关注，开市初期都会
有不少消费者慕名而来。

爱吃、爱玩、爱拍照的市民和游
客，各有所好，更有爱逛人群把不同主
题的夜市也玩出“集邮”性质。“海河很
美，这个地方很出片，我和朋友每周都
会抽出两天，下班后找个有意思的夜
市去打卡逛街，有时候为了展示新衣
服也会特意过来。”专程开车过来打卡
的周小姐表示。

在河北区意大利风情区的马可波
罗广场上，冉女士和家人一起在灯光
秀背景下拍照打卡：“这里的西餐很正
宗，吃完饭逛逛周围，建筑和灯光秀都
很有氛围，我们一家经常过来，每次都
会坐上一会，拍拍照，看看街景，有演
出的时候偶尔也凑凑热闹。”

占据景观资源的夜市有着先天优
势，也有一些打卡玩家瞄准特色摊位，
在朋友圈出位。“我看同学拍的美食制
作特写视频，烟气蒸腾那一瞬间还挺
有食欲。”正在上大三的陈芃被同学发
的美食摊位安利，加上姚村夜市距离
学校也很近，也就约了几个室友一路
骑行来逛夜市并且体验打卡美食。

吸引最多人气的地方当数驻场歌
手带给大家的互动“花式出圈”，这种
方式吸引来的并非都是年轻人，很多
老年人的目光一样被吸引过去。“这些
歌都没听过，听个热闹，夜市就是得热
热闹闹。”都市夜场市集里一位老者表
示，自己家就住在附近，每天晚上出来
遛弯，有了夜市，就常来这里坐会。

吃喝玩乐皆在列
尝遍难得“一招鲜”

“这俩月我逛了十来家夜市，感

觉摊位不论多少，内容都差不多，无
非就是小吃、小摊和小游戏。”市民王
先生说：“好几个夜市里吃的就那几
样，烤羊肉串、烤鱿鱼、炸臭豆腐、冷
饮、冰淇淋，都差不多这些，多吃几次
就没啥兴趣了。意风区、俄欧风情街
这样的夜市有正式餐厅，偶尔可以调
换一下口味。”

随着夜市文化的普及，市民们玩
得越来越透，对于新鲜感的追求也
越来越迫切。住在和平区的小辛去
过民园和天塔湖夜市，“天大这边的
氛围我还挺喜欢的，尤其是文创摊
位，但第一次逛过的新鲜感之后，再
来就很难吸引我的眼球，商品更新
也很少。”

在形态丰富的外衣之下，不少
夜市却难掩其单薄的“灵魂”。“环
境好的夜市，我和朋友时常聊天喝
酒还是挺爱去的。”市民张先生直
言，“但大多数夜市里吃的都是烤、
炸、冰，玩的都是套圈、打枪，所谓
文创也就是地摊小商品，到最后，
玩一圈也记不住啥。”

“逛一逛还可以，基本不会消费，
找不到太吸引我的东西。”喜欢文创的
丛小姐平时经常光顾各种文化市集，
夏天里兴起的夜市文化也让她寄予厚
望：“我很喜欢淘宝，夜市是个很好的
场所，但这两年的夜市有点模式化，以
前那种能淘到宝的摊子很难遇到了，
大多数都是批发商品，包括文创商品
实际上都不太有个性和创作感。”与之
同行的魏女士则表示，“以前我们去过
一些南方城市，有几个夜市印象深刻，
规模不大，但每一个摊位都非常具有
创作力，从非遗手工到创意设计，从手
工皮具到古法小吃，或许因为我们是
游客，但每一样真的都挺能激发我们
的好奇心。非常期待能在天津找到这
样的市集。”

部分地区的夜市在跟风上市后
不久，却是门前冷落车马稀。“我家门
口就有个夜市，开业去过一次，也有
炸串和冷饮等二十多个摊位，昨天再
去基本没有人逛，摊主也都坐在那儿
呆着，感觉快干不下去了。”住在北辰
区的宋女士说，“我们要逛夜市基本
会去市区里比较有名、人多的夜市，
家门口的虽然方便，但没有什么可逛
的，也就不想去了。”而市区也并非所
有夜市都火爆。记者走访过程中，还
没到恒基广场，就能看到大屏上的

“恒基夜市”几个大字。路边同样摆
放着“津津有味美食节”的刀旗。但

往里走去，便看到人流稀少，灯光昏
暗，仅有的几个摊位中还有一部分甚
至没有开张。

夜市得谁之青睐
双向奔赴难在哪

要让消费者爱来、常来、流连忘
返，还是要瞄准需求人群和爱好所在，
买家和卖家双向奔赴，才会有持续繁
荣的夜市经济。

意风区、俄欧风情街、时代奥城、
津南老三街等夜市延长区域餐厅和店
铺的经营时间，餐饮内容更加丰富，从
而成为食客夜市的焦点。除了套圈和
步枪打气球以外，天塔湖和东丽区几
个夜市又把游乐场的碰碰车、赛道赛
车等项目平移到夜市广场，让亲子游
乐得到更大满足……本市部分夜市已
形成较为鲜明的特色，锁住一部分消
费人群。但大批夜市的兴起，让消费
人群分流加剧，经营者的压力也随之
增加。

位于友谊路新业广场的都市夜场
市集，一个手工编织摊主前一对年轻
情侣正在选礼物。“一只小熊30元钱，
这只兔子25元。我这一天50元钱摊
位费，有时候还行，有时连摊位费都赚
不出来。”

驻唱歌手小孙也表示：“一晚上驻
唱也就挣个路费，过日子肯定不够，但
有个地方展示才华也让我很开心。”

“自制干花在夜市里销售还可以，
好多情侣路过都会买一小束，9.9元和
15.8元这两款卖得最好，假期销售不
错。”摊主小马说，“一个月算下来，收
入可能还不如上班的工资多。”

个人摊主以兴趣为基础，但盈利
仍是支持其长久驻留的动力。要带
动夜市的热度，或许可融入更多刚
需，让夜市的特色不再是吃喝玩乐。
例如，这几天在上海、西安等地备受
关注的“人才夜市”，把招聘现场搬到
夜市，人才部门和优质企业的加持，
对年轻人甚至中年人的吸引力大幅
提升；创新创业集市，瞄准青少年，现
场体验创业企业带来的最新产品和
服务，主打科技和前沿文化；安徽、河
南等地兴起的非遗夜市，集中体验传
统文化魅力，中小学生的假期打卡作
业也在玩乐中解决……他山之石或
许并不完美，但秉持定位新鲜、选品
独到、管理精细、品质真诚的“鲜、独、
精、真”策略或可一试。

新报记者安元赵秋艳张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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