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日里，白天的暑热让越来
越多人选择在夜间外出纳凉。与
此同时，三五好友聚会小酌几杯
的风潮在福州逐渐兴起。无论是
在小酒馆边看球边小酌，还是从
街边小店“打包带走”，一些年轻
人乐于在轻松氛围下享受微醺带
来的愉悦感。这个夏天，“夜色经
济”成为拉动消费的重要发力点。

“下班后喝一杯”受欢迎
连日的高温天气，让夜间外

出纳凉成了许多福州市民的选
择。而在夏夜里聚会小酌，成了
不少年轻人的时尚。“呼叫酒搭
子，出发！”近日，福州“精酿航班”
等活动在网络社交平台走红。

循着活动路线，“00后”小秋
和朋友一个晚上打卡了 3 家酒
馆。在她看来，下班后小酌几杯，
既不影响第二天工作，还能放松
一下。

“工作日晚上还有很多人来
喝一杯，这是过去没有现象。”某
酒吧店长“大狗”经营酒馆多年，
对于今年夏天客流的变化，他直
呼意外，“到店的客人一般是为了
疗愈和放松而喝酒。相较于应酬
喝酒，‘00后’更喜欢微醺。”

不少商家也捕捉到这一趋
势，某网络平台近日推出一条 ci-
tydrink路线，顾客可凭电子票到
线下门店兑换鸡尾酒饮品。“开票
不到 3 天，2000 张电子票一售而
空。”活动相关负责人潘志凌介
绍，首期活动吸引了1.4万人次参

与，受众基本是年轻人。
据《年轻人群酒水消费洞察

报告》显示，近年来，随着大众对健
康关注度的提升，饮酒观念也在
发生变化，从以往“不醉不归”“一
醉方休”的酒桌文化，发展到如今
更为理性的“适量饮酒”“健康微
醺”。因此，低度酒开始受到市场
欢迎，消费人数呈高度增长态势。

小酒馆花样促增量
15日清晨，欧洲杯落幕，位于

江滨西大道的一家小酒馆内坐满
了球迷，热闹的气氛和冰爽的啤
酒成为顾客观赛的最佳伴侣。

大屏幕比赛转播、主题装饰、
猜比分赢好礼……记者走访发
现，不少酒吧不仅在店内布置各
种含有欧洲杯元素的装饰，还推
出各类主题套餐，以性价比吸引
球迷。

除了应景球赛，迎合消费者
的情绪价值需求也是小酒馆寻找
增量的有力途径。记者走访发

现，部分女性友好酒吧划分了禁
烟区、吸烟区，摆放数本女性主义
书籍，吸引顾客。

“在酒吧不用吸二手烟对我
们太友好了，很适合和小姐妹们
聊天拍照，感觉现在商家服务越
来越细致了。”市民小君说。

此外，部分商家则通过定制
热门 IP 周边，吸引更多人参与。

“设置 IP挂件类似一种可视化暗
号，可以让大家发现原来同好就
在身边，从而聚集更多人。”一名

精酿酒馆的店员表示。
为抢夺夜间市场，一些咖啡

商户也跨界入局，琢磨起“日咖
夜酒”的营业模式。打开地图，
记者发现在仓山万达商圈附近 5
公里内，就有近 10家“日咖夜酒”
商户。

“夜色经济”拉动消费
持续的高温，让“夜色经济”

在这个夏天热度不减。许多商
家在夜晚迎来销售高峰。福州
各小酒馆、精酿吧不断推出优惠
活动，努力抓住这波红利。据不
完全统计，仅今年五六月份，福
州许多酒吧的客流量就同比增
长二三成。

“夜色经济”也带动了烧烤、
小海鲜、炸鸡等餐品的消费。不
少商家延长营业时间，上线欧洲
杯特色小吃套餐、无限畅饮套餐
等，提升营业额。

在福州的 7-11、六意等便利
店里，冰杯系列产品因满足了年
轻人自制饮品的需求，同样销量
大增。

线下火热的同时，线上酒类
饮品外卖订单量也有明显增
长。美团外卖数据显示，7 月以
来，福州本地酒类外卖订单月环
比增长 28%、“酒馆”等相关关键
词搜索量月环比增长 37%。同
时，为提供更好的消费体验，美
团外卖还调配夜宵时段骑手运
力，满足消费者夜间“即时消费”
的需求。

避开白天暑热，年轻人爱上夏夜小酌，商家开启花式促销——

榕城消费越“夜”越精彩
本报记者 林榕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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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古街老巷，仿佛时光都
慢了下来，在这里能触摸到时间
的年轮。”日前，罗源籍大学生陈
乐带着相机，在家乡的大街小巷
来了一次 Citywalk，留下一张张
高颜值照片。在他的相机里，曾
经破败的城隍庙恢复了光彩，林
可彝故居重现昔日面貌，后张街
和溪尾街在斗转星移中惊艳了时
光……

近年来，罗源在城市更新中
采用“修旧如故、与古为新”的原
则，保护和延续罗源古建筑文化
和民俗文化，重新植入业态，使老
建筑重焕生机。“我们坚持在保护
中发展，留住文化底蕴、留住乡
愁。”罗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古
厝保护中心主任陈武说。

变“拆”为“留”
守护乡愁记忆

在罗源县凤山镇北大路的
“文锦街”商业中心项目建设现
场，主体建筑已基本完成，工人们
正抓紧进行砌砖、制模、粉刷等室
内装修施工，现场繁忙有序。

在与工地一墙之隔的林可彝
故居，游客们正在参观。“故居保
护得这么好，让我们可以了解烈
士的成长轨迹。”前来参观的游客
说。

而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片
破败景象。罗源县凤山镇岐阳片
区历史上曾是当地名门望族的聚
集地，同时也有城隍庙、林可彝故
居等老建筑。岐阳片区老房子居
多，年久失修，街面杂乱萧条，卫
生条件差、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严
重影响群众生活品质。2017年，
罗源启动岐阳片区城中村改造。

“如果将传统建筑也进行改
造开发，将来去哪里寻找罗源的
历史记忆？”陈武介绍，为了使文
化街区古建筑保护修缮可持续
发展，罗源制定出台了历史文化
街区历史建筑保护修缮补助与
管理办法，以群众参与感、获得
感为导向，贯彻“保护为主、抢救
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方
针，精心保护、规范修复，对城隍
庙、林可彝故居等进行保护性修
复。

林可彝故居是一座两横两
进的清代木结构民居，建筑面积
1400平方米。由于年久失修，故
居中的斗拱、雀替等木构件糟朽
严重。修复团队遵循“修旧如旧”
的原则，查阅大量资料，并邀请
省、市古建专家及县民俗专家到
场探讨方案，按古法修复，让这栋
有历史意义的老宅重现昔日面
貌。林可彝的长孙林国经老先生
对修复成果十分满意：“祖父就在
这座宅子里长大，修缮完成意义
重大，我们家每个人都非常高
兴。”

在旧城改造过程中，根据《福
州市关于加大力度实施棚户区改
造三年行动计划方案》，罗源县提
出了“五小一大”发展思路，2017
年，针对居住环境、设施配置、交
通组织、城市风貌等方面，实施了
市政设施提升、民生工程建设、污
水治理等项目，推进岐阳片区城
中村改造，保护性修复了 6 栋历
史建筑。

因地制宜
走出保护利用新路径

罗源县属于典型的“小县城，

大城关”格局，全县唯一的大型商
业综合体位于距离城关 8公里的
罗源湾滨海新城。城关近 10 万
百姓迫切需要一个购物休闲的商
业综合体，正在开发的岐阳片区
正适合发展商业街区。

“如果只是进行开发、一味图
新，就会毁掉历史文化记忆，但简
单强调保留也不利于发展。”陈武
说，罗源最终决定以保护为主，先
进行立面改造、业态植入，再进行
商业开发。“既打造有创意、精致
便利的现代空间环境，还要尽可
能保留历史文化记忆，这就需要
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挖掘。”

对此，罗源谋划了“文锦街”
项目，对标三坊七巷，确定了“量
身定制”精品历史文化街区的理
念，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依托
北门历史街巷，在历史建筑中植
入现代元素，创新活化利用机
制，引入新型业态，将历史文化
建筑巧妙融入现代商业设计，搭
建以文化商务与金融为主体的

商业圈。
为了保留红色记忆，林可彝

故居在保留原貌的基础上，通过
文字图片、场景还原、实物展示等
形式，完整展现林可彝的生平事
迹，打造林可彝事迹陈列馆，将其
作为罗源县革命传统青少年教育
基地。

修复后的北大路 41 号如今
成了罗源县“文艺家之家”，引入
罗源县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等9
个协会，阮余群工作室等 3 个工
作室，以及福州十邑摄影创作罗
源工作站等，成为集办公、创作、
展览、演艺、培训、会议、交流、座
谈等功能于一体的共享基地。

“文锦街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2.4万平方米，规划建设商业综合
楼 13 栋，建设集金融文化、商务
办公、商业零售、餐饮娱乐为一体
的仿古式商业综合体。”项目业主
单位福建华洋置业有限公司办公
室主任林洪亮介绍，目前商业综
合楼已全部封顶，进入装修阶段，

计划国庆前竣工，明年元旦开业。

传承提升
历史文化街区不断上新

近年来，罗源县深挖历史文
化资源，目前已经完成了溪尾街、
后张巷、圣水街三个主要历史街
巷的改造提升。

后张街区古建筑风貌完好，
有明代建筑 9 座，清代建筑 20
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 2 处。
在改造中，罗源坚持保留其特有
的生活气息和人文关怀，保留原
居民的生活环境，充分挖掘街区
内人文历史、宗族文化、畲族非
遗文化以及状元文化内涵。巷
内的非遗传承人之家、非遗展示
馆、非遗产品体验馆相继入驻，
将畲医畲药、畲族服饰以及七境
茶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给游
客，还有原创的畲族文创品，这
里已经成为罗源非物质文化遗
产展示的地标。

2021年，罗源县对溪尾街改
造提升，拆除街区不协调建筑，恢
复原有河道，增设传统风雨廊，保
持原有街巷的空间尺度感，恢复
溪尾街历史意象。为唤醒街区活
力，罗源县还与省实验闽剧院联
合，将溪尾街打造为实景演出剧
场与文创基地，建设闽剧艺术一
条街，重现“草桥夜市”的繁荣景
象，激活文旅商融合发展新热点，
共同打造罗源文旅融合发展新高
地。

“我从小生活在这里，没想到
曾经破败的溪尾街能展现全新活
力，街道宽敞明亮，老人们闲暇时
就在廊桥里听听曲，特别惬意。”
溪尾街的居民何颖说。

盘活老建筑 引来新业态
——罗源保护提升历史文化街区观察

本报记者 任思言 通讯员 林晋如

闽越水镇推出暑期“江湖奇妙夜”活动

开心做“半旦”欢乐赏民俗

本报讯（记者 陈君沂 谭湘竹）16日晚，闽侯县
竹岐乡的闽越水镇格外热闹，暑期“江湖奇妙夜”活动
拉开帷幕。江湖演艺、民俗游神、烟花秀和福州“半
旦”等在这里上演，吸引了众多市民。

晚上 6时许，宾客陆续抵达闽越水镇，在欣赏了
民俗游神后，大家陆续落座，等待“半旦”开宴。

据了解，做“半旦”是福州传统民俗，是庆祝一年
过半而感谢神明与祖先保佑所举办的宴席，有着百余
年历史。“举行‘半旦’宴席最重要的目的是维系亲情
与友情。”闽越水镇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通过暑期系
列活动，让大家在体验福州传统文化的同时，拉近彼
此距离。

清蒸鱼、佛跳墙、糯米饭、血蚶田螺……上到山鸡
珍菌，下到鱼虾贝类，在“锅碗瓢盆交响曲”中，各式各样
的特色闽菜在“半旦”宴席上尽数登场，静候宾客的品
尝。众人脸上洋溢着喜悦之情，畅聊谈天，笑声不断。

“这些都是地道的福州菜，有一种童年的味道。”
从浙江回来过暑假的市民陈女士激动地告诉记者，小
时候，村里每逢过年过节都会举行“半旦”宴席，全村
人聚在一起，共同品尝特色美食，畅聊生活心得，其乐
融融。“我工作后去了其他城市，已经很久没有尝过

‘半旦’的味道了，今天我带老人和孩子来这里做‘半
旦’，大家虽然互不认识，但坐在同一桌，就是一家
人。”陈女士说。

据悉，自 7月 16日起至 8月 31日，闽越水镇将持
续举办烟花秀、游神大秀、“半旦”大宴等活动，同时还
将带来大型实景水秀《寻梦·千年闽越》。

闽越水镇举行“半旦”宴席。（受访者供图）

我省举办
文创旅游商品设计大赛

本报讯（记者 朱榕）记者昨日获悉，由省文旅厅
主办、福建艺术职业学院承办的 2024福建文创旅游
商品设计大赛初评结束。经过评审团专家初评，共有
144件参赛作品晋级。

此次大赛以“海丝起点 清新福建”为主题，旨在
全面梳理与展示我省丰富的文旅资源和非遗文化，通
过文化创意与在地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实践，推动海
峡两岸友好交流合作，激发文化产业发展新动能，加
快文化强省建设步伐。

大赛自5月启动以来，全国各地设计人员踊跃参
与，截至 6月 30日，主办方共征集到 1017件参赛作
品，创作题材涵盖传统工艺创新、地方特色文化演绎、
现代科技融合等多元艺术表达。

主办方介绍，终评阶段将邀请更多行业专家及文
化旅游领域代表，以多维视角深度评估，让最优秀作
品呈现于公众眼前，打造文化创意与旅游商品设计的
视觉盛宴。

品楹联 练书法 学船政

罗星塔公园暑期研学活动举行

本报讯（记者 欧阳进权 通讯员 毛淑文）在船政
衙门，诵读首任船政大臣沈葆桢立下的楹联“以一篑
为始基，自古天下无难事；致九译之新法，于今中国有
圣人”；在船政学堂，体验严复等学霸的学习场景；在
罗星塔公园，为清代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
长长消”标注标点和读音……17日，主题为“楹联里
的船政文化 中国塔下墨海欢歌”的罗星塔公园暑期
研学活动举行。孩子们通过楹联对话船政，感受罗星
塔的悠久历史和深厚文化。

今年是罗星塔重建 400周年。始建于宋代的罗
星塔是国际公认的重要航标、闽江门户标识，被称为

“中国塔”。研学导师王炳华介绍，罗星塔公园里楹联
众多，塔前的清代楹联“朝朝朝朝朝朝夕；长长长长长
长消”，可以解读为“朝朝潮，朝潮朝汐；常常涨，常涨
常消”，展现江水潮涨潮落的壮丽景象。公园里还有
描述罗星塔形势险要的楹联，以及成语“水漫金山”中

“金山”两字的楹联。
当天研学活动中，孩子们在公园各景点驻足、观

看、思考，最后在柳七娘广场完成书写。在行走的课
堂中，孩子们认真学习人文知识，还带回亲手写就的
对联或书法作品，了解了罗星塔的历史文化。

此次活动是罗星塔重建40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
接下来公园还将通过开展运茶船大赛角色扮演、体验
船模DIY等，给孩子们带来关于罗星塔的深度探索
和文化体验。

小朋友们在罗星塔公园展示书法作品。
本报记者 欧阳进权摄

罗源罗源““文锦街文锦街””商业中心项目商业中心项目。。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池远摄池远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