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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繁星夜幕之下，夜市灯火通明，热闹非凡；健身房
里，越来越多的人结伴锻炼身体；公园骑行道上，人们
畅享夜骑；夜校里，摄影、舞蹈、瑜伽等课程人气满
满。在这充满活力的夜晚，人们用不同方式共同绘就夜
间消费的斑斓图景。
　　4月7日晚，位于高新区的自由时光魅力街区开始热
闹起来。在五光十色的广告牌映照下，各种特色小吃美
食车整齐排列。在街区的核桃家麻糍摊位，摊主张曦予
正忙碌地制作麻糍：“周末每晚卖200多单，工作日每
晚也能卖100多单。生意很好，每天都能销售一空。”
看着手机里的预订单和摊位前排队的顾客，她干劲
十足。
  “我感觉现在城区各处的夜市都很繁荣，不分季
节，逛夜市的人一直都很多。”如张曦予所说，潍坊城
区有多个特色夜市，且精彩不断，热闹非凡。
　　据了解，通过特色夜市模式，不仅为街区注入活
力，还有效带动了周边商铺发展。截至目前，潍坊自由
时光魅力街区共入驻各类店铺165家，主体业态店铺132
家，去年街区销售总额约6800万元，其中主体业态销售
额达4800万元。
　　除了新兴夜市，潍坊的老牌夜市一直活力不减。夜
晚，走在泰华商圈的中兴商业街一眼望去，人头攒动。
这里既有传统美食小吃，又有外地特色美食。“每当我
和好友拿不定主意想吃什么时，就会相约来中兴商业街
夜市。这里汇聚了各种小吃，可以让我们一站式品尝到
多种美食。享用完美食后，我们还会逛逛沿途的服装店
和精品店，让心情更加愉悦。”年轻的王女士对记
者说。
　　人间烟火气，最是动人心。潍坊的夜经济还有24
小时营业的便利店，守候着刚下班想安静吃顿夜宵的
打工人，或是突然想在家里看场球赛需要购买零食的
球友们……奎文区阳光100城市广场集聚居民区、商业
区、办公大楼等。附近24小时营业的优同便利店和7-
11便利店在无数个夜晚忙碌地接待来往顾客。“店里
晚上和白天安排的工作人员数量是一样的，没有缩减
人员，夜晚工作同样繁忙。夜间消费是以购买夜宵和
零食为主，外卖订单也很多。”优同便利店的店长
介绍。
　　夜经济，不止于此。与传统夜间消费模式不同，现
阶段的夜间消费正从传统模式走向新型模式，消费内容
也变得更加丰富。例如健身房、民谣酒吧等新的休闲方
式正在悄然兴起。
　　“我是这家健身房的常客，通常晚上来锻炼。因为
下班较晚，但又想运动，24小时健身房正好满足我的需
求。我们还建立了一个夜晚运动群，群里都是像我这种
情况的伙伴。我们相互鼓励，一起享受夜晚锻炼的乐
趣。”在高新区歌尔生活广场的鲨鱼健身店内，正在跑
步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从品尝美食到参与体验和学习，潍坊的夜间经济正
展现出越来越多沉浸式、互动式的活动，使“夜潍坊”
的生活方式变得更加丰富多彩。

□文/图 本报记者 马宇琪

　　春日暖阳下，潍坊城区的樱花如云似雪，枝头粉白
花瓣随风轻舞，引得市民游客纷纷驻足观赏。在这场浪
漫的“樱花之约”背后，一场以花为媒的“经济盛宴”
正被端上“消费”的餐桌。连日来，记者走访调查潍坊
“樱花+”模式，感受“花事”背后隐藏的消费力量。
　　4月6日，市人民广场的樱花树下，聚集了不少借
“花”出片的市民。“今天天气好，适合穿裙子出门拍
美美的照片，无奈，我身边没有会拍照的朋友，我就从
网上找了同城的约拍，小姐姐拍得很认真，还包售后，
能精修6张照片。”一位“00后”女孩感慨道，与春相
约，赏樱是“第一站”。记者观察到当天“约拍”的人
不在少数，既有情侣、家庭，也有汉服爱好者。
　　王依琳是一名普通上班族，还是一位摄影爱好者，
工作之余会当一名“约拍”摄影师。她表示，过去大家
拍照多为“随手拍”，如今更注重构图、光线和氛围
感，拍照也从单纯的“记录美好”升级为“情感消
费”。
  “3月下旬开始，订单量翻了两番。”王依琳告诉
记者，自从城区的樱花盛开之后，从网上下单拍照服务
的人越来越多，自己每小时收费60元，有时候能一下午
接待4名顾客。
　　赏花之余，樱花美食也成为消费热点。4月8日，记
者在城区万达广场的一家面包店了解到，近期推出的
9.9元“樱花贝果”是店铺当前的明星产品，每天都处
于供不应求的状态。城区新辰天地购物中心一家奶茶店
的“春回·樱花作”“樱花吸吸冻”饮品以清甜的口感
收获了一帮年轻女孩的喜爱，与之配套的周边也是许多
“樱花控”心仪的产品。另外，在盒马鲜生内，樱花可
乐、樱花气泡酒等产品也十分受欢迎。
　　在社交媒体上，潍坊网友自发分享“樱花美食攻
略”“樱花观赏好去处”等经验帖，其中位于浞河景区
的歌尔·樱花市集成为许多人踏青出游的“打卡”之
地。4月6日，正值清明假期，许多市民在浞河景区赏樱
花的同时，在市集开启“买买买”模式，文创手作、集
章“打卡”、社群互动、樱花“打卡”等活动内容精彩
纷呈。
  “摆摊的这两个周末客流量不小，比堂食卖得多很
多，比较受欢迎的产品就是青团、提拉米苏、干噎酸
奶，销量最多的是青团，一天能卖500多个。”在市集
摆摊的烘焙摊主张沈艳说。
　　自去年开始，樱花的盛开也带动了文创产业的发
展。相关的冰箱贴、印章明信片、胸针等产品在线上和
线下销售火热。在城区经营一家集章“打卡”店的“90
后”女孩小李说：“去年以市人民广场樱花为主题设计
的印章在社交平台上引起不少本地集章爱好者的兴趣，
直到今年，还是有不少人想购买此款印章明信片，毕
竟，没人能拒绝家乡的春日美景。”

樱
花
绽
放 
花
事
成
就﹃
美
丽
﹄经
济

华
灯
初
上 

﹃
夜
态
﹄万
千
畅
享
体
验

□文/图 本报记者 张敏

  歌尔·樱花市集汇聚
了特色小吃摊位。

樱花可乐颇受消费者欢迎。

  在自由时光魅力街区，
市民正在观看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