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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深读
从滨江道沿着山西路步行200米左右，游客

便可到达赤峰道。镌刻着历史记忆的地标建
筑、饱含着艺术元素的潮流小店，让赤峰道的文
化浓度不断提升。与滨江道这一主街不同，赤
峰道被称为后街。眼下，和平区正重点打造包
括赤峰道、哈尔滨道等在内的九条后街。
作为后街，滨江道周边的支路、小巷日益受

到关注。去年6月，《天津市加快建设国际消费
中心城市行动方案（2023—2027年）》对外发
布。该方案将发展“后街经济”写入其中，并提
到赤峰道、河北路等后街。
不容忽视的是，拥有“烟火气”“慢生活”“文

艺范”等特征的各类后街，不仅能满足游客对一
座城市“深度游”的多元化需求，还可反哺主街，
并提升核心商圈能级。

创新管理模式 社区“招招鲜”

6月6日9时，和平区劝业场街花园路社区党委书记陈蕾
开始忙了。据了解，该社区管辖区域内有4段后街路段，近
期他们结合实际情况，不断创新管理模式，商户和居民的一
些烦心事儿相继得到解决。

陈蕾是2020年9月来到花园路社区的。2023年，在劝业
场街道党工委发展“后街经济”的统一安排下，花园路社区于
当年6月6日成立了“同心商家联盟”，有36家商户参与。“我
们第一件事就是询问商户和企业需求，链接职能部门相关资
源，助力他们更好地经营。”据陈蕾介绍，起初，社区只是为商
户和企业做一些安全类保障工作。自2023年下半年起，商户
和企业对“后街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有信心，社区开始在街道
领导下开展招商引资工作。“我们联系了天津市冷冻饮品流
通业商会的会长单位，跟张学良故居的主要负责人进行了对
接。仅用了一周时间，文创雪糕项目就落地了，开业第二个
月实现了单日近300根的销售业绩。”她说。

今年4月初，花园路社区成立了“同心花园安全圈”服务辖
区内共建商户和企业。“我们对接相关职能部门，把对企业和商
户的事后执法转变为事前服务。”陈蕾举例称，之前辖区内一个
大型餐饮企业装修，如果按照以往的管理模式，商家先装修，之
后各部门检查，不合规的地方进行整改。有了“同心花园安全
圈”后，社区带着应急局相关领导和顾问到现场提前了解商家
装修的整体方案，避免装修完了再整改的情况发生。

随着多条后街的客流量越来越大，商户与住户的纠纷时
有发生。据陈蕾介绍，此前有一个做烧烤的商户夜间经营，
住在楼上的居民多次投诉屋里都是烧烤的烟气。关系紧张
的时候，住户把商户的店门锁了。“我们对这两家多次走访，

双方最终和解。为更好地解决‘邻里纠纷’，4月底，‘同心花园护
商团团’成立，里面有18个人，团队里的律师会定期来到社区为居
民提供法律援助。”陈蕾说。

由于花园路社区管辖的后街范围不是步行街，为减少交通隐
患，每逢大型节假日，多部门联合协调，会针对重点区域加装护
栏，分离人流和车流，以保障游客安全。

街区管理

端午节假期的赤峰道人流如织，爱玲故事咖啡
店的门口站满了前来“打卡”的年轻人。

这家坐落于张爱玲旧居的咖啡店内充满着这位
作家的生活气息。就连店里咖啡的名字，也处处留
有张爱玲的印记——红玫瑰、第一炉香、沉香屑……
7款特调咖啡都是顾客常点的单品。“这家店2022年
开始营业，来这儿的顾客，很多跟我一样，是张爱玲
的‘粉丝’。不少顾客还带着花来。”店长王莎莎喜欢
张爱玲的作品，采访中，她对于书中的桥段细节侃侃
而谈。

正因喜欢，所以尊重。“张爱玲在这里住了6年，
咱现在坐的位置是当时的客厅，里面有个麻将室；二
楼是她和家人的房间；三楼是佣人房和阁楼。”王莎
莎告诉记者，店里没有做过多的翻新整修，连窗户都
是以前留下来的，“我希望尽可能保留张爱玲在此生
活的痕迹。”

虽说这里是个咖啡厅，但看起来更像是个博物
馆。早期的放映机、保留原装电子管的留声机、老式
暖气片……这些古早摆件引来很多顾客“打卡”。
“小姐姐们‘打卡’完，大多会坐下来喝杯咖啡。”王

莎莎说，目前店里有两层对外营业，预计下半年会开放
三楼。

现在，爱玲故事咖啡店每日营业时间从10时至
19时，店内有30余种咖啡和10余种甜品，咖啡单价
在30元至50元。端午节期间，店里的日客流量超
600人次，外地顾客约占60%。

据了解，为提升顾客体验感，店里即使再受欢迎
的咖啡，2个月后都会下架，更换新品。做了5年咖
啡师的刘畅大概一个星期就会推出一个新品。“果茶
的酱料自己熬，坚持自己烘焙咖啡豆，不用商业豆。”
刘畅告诉记者，她连做梦都是在研究咖啡。
“很多过来‘打卡’的小姐姐有拍照需求，我们也

提供旗袍租赁和拍摄服务。”据王莎莎介绍，店里现在
有200件旗袍可供顾客选择，还有200件拿去洗了。
“在店里，每小时50元可以随便穿。很多旗袍都是我
去苏州挑来的。”她说。

爱玲故事咖啡店

外地客约占六成

“粉丝”带花“打卡”

在赤峰道上，橱窗摆着几件旗袍的吉庆祥华服
世家旗袍店吸引了不少年轻人进店参观、选购。该
店店主是61岁的吉庆祥。“这家店我18岁就开了，当
时的名字叫‘吉庆祥服饰专卖店’，1981年11月领的
营业执照，到现在已经40多年了。”吉庆祥告诉记
者，店里存有上万件旗袍，其中，最早的旗袍可追溯
到清朝。

吉庆祥店里的旗袍大多是她和她的二女儿纯手
工制作的。有时候，2个多月才能做出一件披肩或
小褂，样式最简单的旗袍也要做一个多星期。这些
旗袍单价3980元起，价格不低，但顾客不少。店里
的订单已经排到明年2月了。
“40多年的老店，老主顾多，有一位顾客来了7

次，每次都买一两件。不少参加婚礼的顾客在咱这
买旗袍。”吉庆祥告诉记者，随着赤峰道客流量越来
越大，进店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现在，她的二女儿
吉洳庆帮忙经营这家老店，母女俩一年能手工制作
40余件旗袍。

虽然只有26岁，但吉洳庆对旗袍制作了如指
掌。“一件旗袍在量体时通常要测量27个点位，颈
围、领高、肩宽、臀围、胸围……有的长旗袍甚至要测
量38个点位，制作工序有36道。”吉洳庆领着记者来
到店里地下一层的工作间。她指着一件精美的旗袍
告诉记者：“我今年4月做了这件海棠花元素的旗
袍，希望给游客们留下些天津元素。”

吉洳庆说，她曾统计过，到店顾客中近七成是年
轻人。“年轻人喜欢的旗袍偏俏皮，长度过一点膝盖
的A字裙样式卖得多。”吉洳庆告诉记者，为开拓年
轻客群，她开了一个旗袍制作的夜校课程，有10多
名学员。每周三，她都会去夜校授课。“夜校课程很
抢手，名额秒没。”她说。

随着来店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吉洳庆打算在
店里增添拍摄服务。她表示：“不少年轻顾客在试完
旗袍后会拿手机自拍，也有一些顾客提出拍摄需求，
我们打算尽快推出拍照服务。”

吉庆祥华服世家旗袍店

制作工序36道

一年定制40余件

“后街经济”

如何蓬勃发展
——访天津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会芝

“后街一头连着核心商圈提质扩容，是城市消费的重要组

成部分；一头连着文化新业态，是城市文化气质的重要表达。”

天津社会科学院市情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王会芝十分看

重后街对于城市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在她看来，“后街经

济”就是利用城市核心商圈周边的支路、小巷等打造特色品牌

集聚、文化氛围浓郁、多元业态融合的特色街区，并与核心商

圈主街的业态形成互补互促格局的经济发展模式。

如何更好发展“后街经济”？王会芝认为，应坚持规划先

行、凸显发展特色、加强资金支持和创新管理模式。“比如，对

有鲜明建筑风格和环境特色的后街，要结合城市更新行动，将

后街的景观风貌与当地特色文化资源有机融合，适当增加休

闲、社交和‘打卡’空间；对有浓郁文化气息的后街，要挖掘历

史文化特色，依据历史积淀、文化底蕴、景观肌理等，加大创意

性改造和数字化赋能。”她说。

物业产权分散是后街的重要特点之一，无形中会对街区

统一规划、特色发展带来难题。为此，王会芝表示，相关街区

要构建“政府搭台、企业主导、市场化运作”的“后街经济”推进

机制，以此提升街区精细化管理水平，比如通过资源置换、市

场化租赁等形式整合街区内分散的物业产权，破解街区改造

推进速度慢、统一管理难度大、业态内容更迭慢等问题。

“发展‘后街经济’，要完善发展规划和业态、交通、景观等

配套方案，并打造一批各具特色的主题街区。只有打造多元

化、定制化、沉浸式的新消费模式，才能实现‘后街经济’蓬勃

发展。”她说。

端午节假期，很多游客来到张爱玲旧居“打卡”。

专家观点

业态聚焦

■ 本报记者 韩启 宁广靖 摄影 刘欣

盘活名人故居旧居

从白天到晚上 沉浸式“解锁”赤峰道

古今交融、中西合璧、时尚洋气……步入赤峰道，外地游
客的脑海里会不断闪现这样的词语。来这里游玩，张学良故
居、张爱玲旧居和“瓷房子”是他们必“打卡”的3个景点。

其实，赤峰道厚重的文化和历史资源远不止于此。民国
时期，赤峰道曾有个十分霸气的名字——督军街。劝业场街
道提供的一份资料显示，这里共有13名督军的宅邸，包括孙
传芳、卢永祥、李厚基等。不仅如此，一些商贾名流也曾在此
居住过，例如范竹斋、乔铁汉等。

近些年，通过盘活名人故居和旧居，赤峰道让游客得以
在此“深度游”。其中，“津沽旧事”沉浸式街区便是典型代
表。天津张学良故居景区总经理纪昕告诉记者：“在‘津沽旧
事’沉浸式街区，游客既能了解少帅的生活故事，也能参观少
帅所生活过的天津城。”

2010年，纪昕开始接手管理张学良故居。“经修缮后，张
学良故居于2012年重新对外开放。”纪昕说，在修缮期间，修
缮组走遍了少帅走过的路，一共收集了300多件展品。

2019年，她又接手了与张学良故居一墙之隔的范竹斋旧
居。“通过对该旧居为期2年的修缮，我们团队打造了‘津沽旧
事’沉浸式街区，并将其与张学良故居融为一体。该街区就
是百年前天津城的‘微缩版’，实景还原了当铺、药铺、照相
馆、歌舞厅、裁缝铺、理发馆等近30个场景。”纪昕对记者表
示，“街区里出现的店铺字号或企业品牌都是真实存在过
的。不过，有些后来在历史洪流中消失了。我们觉得很可
惜，因此通过实景方式将其还原。”

6月8日17时30分，一段7分钟的开场舞拉开了“津沽旧
事”沉浸式街区内“津沽堂会”的序幕。按照时间表，相声、戏
法、快板、杂耍等将依次上演，一直持续到当日19时。

除了观看“津沽堂会”各项演出，游客还可在街区内参
演沉浸式剧目。“早在2020年，我们便推出了首部沉浸式剧
目——《傅莱医生》。至今，剧目总数已有10多部。”纪昕告
诉记者，“这些剧目涵盖探案、谍战、民俗等不同题材，均融
入了天津元素或历史。”

不同时长的剧目，参与价格也有较大差异，即从每人80
元至每人598元不等。以每人598元的价格为例，其剧目时长
可达5个小时。与浅度沉浸式剧目不同，参与深度沉浸式剧
目不仅要限制进场人数，还要游客换服装。
“每年9月至次年3月，这里会上演深度沉浸式剧目，每场

限定最多100人。”纪昕说，“近些年，我们通过‘津沽旧事’沉
浸式街区，将文、旅、商、展、演等深度融合。如今，我们已在
街区周边通过联营方式引入了10多家实体店，涵盖饮品店、

枣糕店、文创店和照相馆等，可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目前，“津夜百乐门”已在“津沽旧事”沉浸式街区内上演。据

纪昕介绍，这是她们今年结合“后街经济”与“夜间经济”重点打造
的“法式风情”演出项目，游客每晚可从19时玩至24时。

扎根哈尔滨道30多年

从摆摊到开店“烟火气”里显活力

有别于赤峰道，夹在其与滨江道中间的哈尔滨道以特色小
吃出名，集聚各类餐馆和摊位，“烟火气”十分浓厚。

在哈尔滨道上，人称二姐的刘德芬颇为出名，卖饺子已有
30多年了。由于在家里排行老二，她给自己的饺子馆取名二姐
饺子馆。2022年3月，二姐饺子馆由哈尔滨道207号搬至哈尔
滨道167号，面积也从60多平方米扩大至100多平方米。
“昨天，仅通过微信支付就收到了67笔收入。”采访当日，刘德

芬拿着手机指给记者看。据她介绍，若想不亏损，该饺子馆平均每
日营业额应不低于4000元。“除了员工工资外，房租也是不小的开
支。这个店面一年光租金就要20多万元。”她说。

近些年，尽管哈尔滨道并不缺客流量，但想在这条街上经营好
一家餐馆也并不容易。据刘德芬介绍，她的饺子馆在搬至哈尔滨
道167号前，这里曾先后开过韩式拌饭、鸡排等多家餐饮店。

1989年，不到30岁的刘德芬开始在哈尔滨道上卖纯手工饺
子。与如今拥有实体店面不同，当时她是在街边摆摊，且只在
中午经营。
“最初那会儿，我们只有3种馅儿——猪肉韭菜、猪肉茴香

和猪肉白菜。其中，猪肉韭菜馅儿饺子、猪肉白菜馅儿饺子均
为每斤8元，而猪肉茴香馅儿饺子为每斤9元。”刘德芬回忆称。

1995年，刘德芬开始觉得她的饺子生意做大了。除了在中
午卖饺子，她的店当时还卖早餐。“那会儿，光包饺子就有10个
人。”她说。也正是在1995年，刘德芬有了自己的实体门店，但
当时并非在哈尔滨道，而是在长春道。据介绍，除了在长春道2
年左右外，她一直都在哈尔滨道卖饺子。

如今，二姐饺子馆主要在中午和晚上营业，除了卖饺子外，
还兼营捞面、砂锅和凉菜。以饺子为例，其主推8种荤、素馅儿，
其中包括创业之初的那3种。至于价格，这些饺子从每斤40元
至每斤70元不等，每斤饺子50个。堂食菜单显示，大份儿有25
个、中份儿有20个、小份儿有15个。

2014年，黑龙江人孙振丰从北京来到天津创业。来天津
前，他在北京从事居酒屋生意已达10年。

玉纹顺德姜撞奶店是孙振丰在哈尔滨道开的首个店，主打
姜撞奶、双皮奶等。2020年上半年，该店对外营业。对于门店
选址，他格外重视。

2017年，还在山西路经营一家冷锅串串店时，孙振丰就谋
划在哈尔滨道开店，直至2020年才如愿。“那几年，为了找房源，
我经常骑自行车来这儿转转。”孙振丰告诉记者，之所以能租到
这个店面，还是因为此前的商户受新冠疫情冲击经营不下去
了。据他称，这里的房源很紧俏。

“店员都忙不过来了。”去年3月，孙振丰明显感觉到店里的生
意变好了，“新冠疫情期间，我们日均营业额不到2000元；如今，在
单品平均价格低于20元的情况下，日均营业额达1万元左右。”

继玉纹顺德姜撞奶店开业后不久，孙振丰又在该店旁边开了
添二火·重庆水瓢米线天津总店，面积达120平方米。选在哈尔
滨道而非滨江道上开店，成本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时，
我租这个米线店面时，年租金为40多万元；同样大的店面，如果
在滨江道上，年租金得100万元以上。”他说。

孙振丰十分看好“后街经济”的发展前景。据介绍，在他现有
的13家餐饮店中，有7家分布在和平区的后街上。其中，有4家
位于哈尔滨道上。

九条后街协同发展

从“线”到“面”打造多元消费场景

今年6月，距离《天津市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行动方
案（2023—2027年）》对外发布已满一年。该方案将发展“后街
经济”写入其中，并提及赤峰道、河北路等后街。

记者从和平区劝业场街道获悉，2022年，和平区围绕“一核
引领、两轴支撑、三点联动、九街协同”的整体布局，打造金街地
标商圈，提出了九条后街协同发展的工作思路，通过挖掘整合
后街支巷资源，以街巷为脉络发展“后街经济”。其中，除了赤
峰道、哈尔滨道、河北路外，上述九条后街还包括辽宁路、花园
路、河南路、陕西路、沈阳道、锦州道。
“近些年，带有历史烙印的建筑，叠加现代艺术元素，使赤

峰道的文化浓度得以大大提升，从而形成了独具个性和地方特
色的一条后街。今年‘五一’假期，赤峰道共接待游客约11万人
次，同比增长18.5%。”和平区劝业场街道党工委书记陈凯告诉
记者，借助街区优势，赤峰道着力营造以“玩”“拍”“逛”等为关
键体验的消费场景，比如“玩”是以“津沽旧事”沉浸式街区为主
场地、以众多潮牌店为补充，构建起多元化的休闲娱乐矩阵；
“拍”是针对年轻群体喜欢拍照“打卡”的特点，将艺术元素深度
植入街区，在商户门头设置、外立面改造上利用丰富多样且充
满活力的艺术形象。

记者注意到，位于赤峰道与新华路交口的一家外墙全为白
色的饰品店，凭借在屋顶挂上印有“天津等你”四个大字的“心
形”红色气球，成为年轻游客的热门“打卡”地之一。
“研究建立‘政府指导+市场化运作’模式，引进或组建管理

服务能力较强的公司参与街区治理，实现重点街区规范化管
理、高效率运行。”陈凯表示，结合劝业场地区九条后街现有业
态和资源禀赋，他们未来将做好“一街区一定位”，以发展赤峰
道时尚消费文化旅游购物带、河北路网红时尚休闲带、花园路
历史文化体验街、辽宁路津门传统特色餐饮街为先行试点，示
范带动哈尔滨道城市烟火美食街、沈阳道民间古玩鉴赏拍卖
街、河南路老城精致生活街、陕西路都市特色市集街、锦州道市
井小巷休闲街等一批各具特色的主题街区，实现“后街经济”蓬
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