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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的台东，哪哪都是人。”
台东步行街一直是市民休闲与外地游

客来青打卡的必选项之一。5月2日，青岛
地铁客流达到历史最高峰值，单日突破235
万人次，其中，台东站以19.07万人次的客运
量居于首位。

透过人流如织的街道可以看到，作为青
岛当之无愧的“顶流”街区，台东步行街热度
飙升的背后，一条街带火一座城的消费故事
正在上演。

特色场景焕新消费体验

了解一座城市要先从一条街道开始，台
东之于青岛就是这样的存在。

台东商业街是青岛百年来唯一未间断
过的商业街区，见证了城市商业的发展历
程，浓缩了百年积淀而来的烟火气以及独
具魅力的潮流气息。在这条1000多米的
街道上，啤酒文化、近代商业文化、地域民
俗传统文化等多种文化彼此交织，造就了
复古与潮流、过往与新生并存的商贸基因，
使消费者可以在不同消费场景中收获别样
的视觉享受。

夜幕降临，恣儿街边上的霓虹灯牌亮
起，沿街店家热情的招揽声、吆喝声此起彼
伏，瞬时勾勒出台东特有的老街气质与市井
风韵。北京爆肚、青岛小海鲜、长沙臭豆腐
……无论是传统的青岛美食，还是全国各地
的地道小吃，各类佳肴皆汇聚于此，吸引无
数食客奔涌而来，只为一品“舌尖上的台东”
的美味。

精致的台东手绘地图旁，竖立着光陆戏
院、利群百货、台东旅社等老字号的招牌，游
客与雕塑铜像并肩而坐，仿佛一下子就把人
拉回到20世纪。铛铛车、啤酒瓶、老站牌、
火车车厢等各种复古元素在线下消费场景
的营造中屡见不鲜。

值得关注的是，“五一”期间，台东步行
街更将五月的代表花卉——郁金香作为街
区展销会和市集布置主题，设置了巨型郁金
香艺术装置与带有“我在青岛”标识的热气
球，供来往游客“拍照打卡”。春日限定的粉
色在步行街焕发出了别样的光彩，让整个展
销会彰显出不一样的青春时尚。

在消费需求集中释放的“五一”小长假，
台东步行街通过沉浸式、体验式、互动式消
费新场景的打造，成为了吸引人流、拉动消
费的主阵地。

新业态激活“假日消费”

百年台东见证了城市商贸的活力，但也
面临着消费市场变化带来的挑战。随着时
下消费需求的变化，商业步行街也在因时而
变，由传统商贸中心进化为集吃、住、玩、购、
娱为一体的综合商圈。

经过三年多的改造提升，如今的台东商
业业态结构更为丰富，在保留原有老字号、
地方特色品牌的基础上，又集聚了一批一线
品牌和区域首店，以满足个性化、多元化的
消费需求，并在2023年11月上榜第三批“全
国示范步行街”。

以新式茶饮品牌为例，记者观察到，仅
在一个十字路口，台东商圈就集齐了星巴
克、霸王茶姬、喜茶、蜜雪冰城等多家连锁茶
饮品牌，其中，霸王茶姬、喜茶门店于近三年
开业。这些新消费品牌的不断涌入，不仅使
自身在更大范围内实现市场的有效扩张和
销售增长，更重要的是，通过商业业态的加
速焕新，其所在商圈的商业活力和核心竞争
力同样得到了有效提升。据了解，截至
2023年11月，台东商圈新增首店、旗舰店12
家，国内外品牌103个。

另一方面，利用现代市集文化，台东
步行街也在挖掘诸多具有地域文化特色
的特色店铺，这些特色小店的经营范围涵
盖了非遗糖球、传统文创、青岛特产等多
个方面。

今年“五一”假期，记者就走进了一家主
打青岛文创、厂家直销的木雕小店，据工作
人员介绍，店内所销售的木雕大多由黄杨木
或者榉木雕刻而成，“以前，木雕这类非遗文
化主要流行于江浙等南方地区，但现在在青
岛，其实有不少消费者也对传统手工感兴
趣。”在采访中，记者看到，一位远道而来的
异国游客购买了生肖主题的雕刻品，在拿到
剪裁、穿孔后的工艺品后，他用着刚从软件
上学到的中文，道了声“谢谢”，回应他的却
是店员下意识脱口而出的一句英文。

新消费面孔与老字号相辅相成共同为
消费者提供了更加便捷、高效的消费体验，
如今，这些文化符号与品牌成为商圈的特色
资源，在创新中助力重塑本地消费文化特色
和风貌。

一条街为何能带火一座城？在其背
后，正是源于一条街同样也是一个城市的
经脉，得以让四面八方涌来的游客在这里
尽情享受。

一条街带火一座城
从台东步行街看消费新力量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高奕静

“咔嚓！”随着复古相机的
快门键盘按下，一张拍立得缓
缓清晰，这是独属于拍照者的
温暖回忆。

去过青岛老城的年轻人，
可能不知道三江里，但也许听
说过“失物招领”照相馆。一
个面积不到50平方米的店面，
却被诸多攻略评为“青岛不得
不来的小店”，单日客流量已
经突破500人。人多的时候，
店门外的街上都排满了等待
进店的客人。

今年“五一”期间，店铺人
流量在2000—3000人左右，预
估营业额达7万元。主理人之
一的孙作祥说：“一张实体的
照片在这个时代太稀缺了，我
们觉得不管是拍立得、湿版、
还是胶片，是帮助大家锁定回
忆的一种方式，能获得大家的喜爱，我们很开心。”

小店虽小，“能量”却不容小觑。像“失物招领”
照相馆这样的特色小店正成为城市特色街区的重
要IP。小店极具特色的消费品和消费场景，不只与
银鱼巷、太兴里、三江里这些城市更新后风格鲜明
的历史街区相得益彰，更成为城市传统商业街区吸
引消费流量的新的重要入口。

小店焕发新活力

活动精彩纷呈、场景体验多样、潮流首店扎堆
……“五一”假期，青岛历史城区人潮涌动，不少置
身其中的市民游客更是直呼“老城更好逛了”。

“好逛”得益于商文旅融合之下新业态的集
聚。这些业态或是强化内容互动，“贩卖”情绪价
值；或是探索跨界融合，搭建体验场景和平台；或是
加码“在地性”探索，做足青岛特色，成为吸引年轻
人的“关键密码”。

如何进一步激发消费新活力，推动青岛历史城
区实现“长红”？业态依然是重中之重。随着互联
网社交平台的火爆，“网红效益”已经从线上席卷到
线下。几年之间，大大小小的网红店应运而生，它
们以新奇的创意吸引着年轻人：或产品新颖，或装
修奇特，或风格“小资”。相较传统的口口相传，裂
变式的引流效果，让网红店成为各大商圈的“流量
密码”。

走访老城区不难发现，网红店的店主以“90后”
居多，甚至还有“00后”。虽然年龄不大，不少店主
的创业经验却十分丰富，这些年轻的创业者对于老
城区的建筑和文化十分认同且富有情怀。“失物招
领”照相馆就是因口碑裂变而爆火的典型店铺。

做一家“独一无二”的照相馆

“失物招领”照相馆主营业务是用拍立得为游
客照相，店内为游客准备了相机墙、玩偶等道具与
场景。拍立得“一次成像”让见惯了数码照相和照
片精修的消费者感到新鲜，低单价也俘获了众多年
轻消费者的心。记者了解到，店里每天仅相纸就得
消耗几百张。

“用拍立得拍照”这一模式看似简单，但热点并
不容易复制。

“三个创始人都是资深摄影师，凑在一起，想做
一些面向大众的摄影项目，对我们个人而言，是一
个获得职业成就感的方式。”孙作祥说。

据了解，店中摆放的相机有些是孤品和珍品，
在市面上已经很难获得，这是多年从业的积累，能

提升小店的格调。此外，店中所有的陈列都是经过
精心布置的，“物品的摆放既要有满满当当的充实
感，又要井然有序，给消费者视觉上的舒适。店中
灯光的颜色和亮度都是经过挑选的，拍照也试过不
少设备才呈现出当前的效果。”主理人表示，这些看
似不起眼的细节能够起到关键作用，成为“失物招
领”照相馆生意红火的重要原因。

孙作祥告诉记者，最近店里正在开发一些中古
影像项目，希望能一直坚持做下去，为“00后”们留
下新的老城回忆。“老城复兴是多方一起努力的结
果，作为三江里的一家小店，不敢说能带来什么，但
愿意尽一份力。”

新消费拉动城区发展

近年来，老城里的新业态层出不穷，百花齐
放。同时，“新鲜血液”的注入正是市民和旅客新鲜
感、体验感的重要来源，也是将流量变为“留量”的
关键所在。

要保留历史光影，也要适应现代风尚，新与旧如
何平衡，是历史城区更新过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全
国多个城市不约而同地选择引入新业态完成历史资
源的现代化表达，更新的呈现以及新潮的体验与厚
重的历史文脉并行不悖，更能为街区聚拢磅礴能量。

西安大唐不夜城形成“小店经济+大型商业综
合体+旅游体验”的生态，完成了传统的市民文化向
富有艺术气息的现代商业文化的转型。

上海愚园路“破题”民居修缮的难关后并没有
停下脚步，打造精品综合体、引入新锐品牌，使得百
年愚园路慢慢成了融合艺术、人文、娱乐的跨界美
学生活街区。

南京启动下关滨江岸线“复兴计划”，引入首进
南京的“京艺术中心”、调酒室、摄影艺术空间等多
元业态，有致敬也有创新，重现百年商贾云集的繁
华盛景。

在用新经济“激活”老城区的道路上，青岛的行
动也十分积极。开展招商推介会、商贸企业代表实
地调研、八大场景集中发布等一系列招商活动，屡
屡向新业态伸出橄榄枝。

历经三年沉淀，青岛历史城区已引入餐饮美
食、精品住宿、文化体验、创意零售、休闲娱乐等业
态300余家，运营面积达19.3万平方米，构建起多元
消费新场景。1903青岛酒馆MIX、荷田水铺等“网
红”加盟引领打卡风潮；安娜别墅、文布嘉措、巧克
巧蔻巧克力博物馆等文化体验店则以其创意带来
了难以复制的独特体验；“失物招领”照相馆这些小
店更是为老城区增添不少人气。

一张拍立得拍出新活力
从网红小店看老城区的消费新场景

■青岛财经日报/首页新闻记者 黄元晖

台东步行街热度飙升的背后，一条街带火一座城的消费故事正在上演。

“失物招领”照相馆前游客们排起长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