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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山西的夜
晚正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
力。从熙熙攘攘的太原钟楼街，到
灯火辉煌的平遥古城，再到美食飘
香的运城岚山根，夜经济正在成为
提振消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引擎。全省各市因地制宜，创

新业态，让夜晚的山西既有“烟火气”，
又具“文化味”，更显“国际范”。在政
策引领与市场活力的双重驱动下，“夜
山西”经济正加速崛起，点亮三晋大地
消费新图景。

政策引领，
构建夜经济“四梁八柱”

夜间经济是现代城市经济的重
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活动在时空
上的延伸，是消费增长的新引擎。近
年来，各部门高度重视夜经济发展，
出台多项政策措施推动“夜经济”高
质量发展。

2024 年 12 月，省商务厅等 21 部
门联合出台《关于打造“古韵新辉夜
山西”促进夜间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
步扩消费增创业促就业的指导意
见》，以打造“古韵新辉夜山西”夜间
经济品牌为目标，到 2027 年，基本构
建规划合理、设施完善、业态多元、管
理规范的夜经济发展格局，着力培育
优化一批体现山西文化、展现山西形
象的夜经济集聚发展区域，打造一批
带动性广、显示度高的夜间经济发展
场景，创新一批具有示范效应、区域

影响力强的夜间经济发展模式，推
广一批特色鲜明、市场引领突出的
典型案例。

从统筹谋划场景集聚、城乡夜
市点亮增彩、街区品质环境打造、
拓展丰富差异业态、文体餐商融

合互动、营造美食节烟火气、
文化夜游夜享体验、引导夜
学夜健夜养、经营主体招引
培养等方面提出 12 项重点
任务。政策实施以太原市为
重点，沿北、中、南三线梯次
推进，覆盖大同、晋中、运城
等城市。具体措施包括：将

夜经济纳入城市发展总体规划，
布局特色园区、艺术街区，发展旅
游观光、演艺体验、特色餐饮、购

物娱乐等多类型业态；加强城乡道
路、景区、街区照明设施建设，开展

夜间灯光造景，打造风格多样的夜经济
增长点；优化便民经营点设置，完善环卫设
施，提升精细化管理水平；鼓励发展自驾露
营、红色旅游、特色民宿等特色活动，推广“晋
样”新业态，利用直播、短视频展示山西文旅；
延长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开放时间，打
造“城市书房”“体育+商业”模式；策划美食文
化节，结合文化主题体验，丰富夜间消费场

景；简化准入流程，吸引知名品牌入驻，
深化与京津冀、长三角合作；提供创

业补贴、小额贷款，支持灵活就
业；强化市场监管，畅通投诉渠

道，设立消费维权服务站，
优化营商环境。

此前，省级财政设立
专项资金支持夜间配套设
施建设，省商务厅对纳入
省级夜间经济试点创建城
市且集聚区建设取得积极
成效的项目，给予一定资
金支持；不少金融机构大

力丰富金融服务“功能菜单”，
积极延伸金融服务触角，深入
夜市商圈及临街营业商户进行

金融服务，推出“夜经济贷”专项产品；文
旅部门推出“夜游山西”十大精品线路，
鼓励景区延长开放至22点；市场监管部
门实施包容审慎监管，简化夜间户外经
营审批流程。

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精准发力，为夜经
济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环境。目前，我省省
级夜间经济试点城市创建工作中，已有太
原市迎泽区、晋城市城区、大同市平城区、

长治市潞州区、高平市、阳泉
市城区、介休市等地入选，

形成了一批可复制推
广的经验。太原市
还出台《生活性服
务业发展行动方案
（2023—2025年）》，
建设“ 夜 经 济 ”标
杆城市，打造钟楼
街、晋阳里等消费
新地标。未来，将
进 一 步 培 育 夜 经

济集聚区、消费场景
和模式，推动夜经济成

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
引擎，为全省消费增长和经济发展注

入新活力。

业态创新，
激活夜间消费“一池春水”

从繁华的商业街到历史悠久的古城，从热
闹的广场到特色的小镇，在夜经济的浪潮中，业
态创新成为点燃消费热情的关键火种，成为我
省消费领域的新亮点。

3月20日，在太原柳巷，夜晚的热闹程度与
白天相比丝毫不减。作为我省繁华的商业街区
之一，这里不仅有各种时尚品牌店，还有充满烟
火气的小吃摊，碗秃、羊肉串等特色小吃散发着
诱人的香气，摊主们热情地招呼着顾客，生意十
分红火。一位小吃摊摊主介绍，他每晚从18点
出摊，一直营业到第二天凌晨1点左右，平均每
晚能接待上百位顾客，收入相当可观。各大商
场也纷纷推出夜间促销活动，延长营业时间，举
办夜间购物节、美妆体验活动等，吸引大量消费
者前来购物、娱乐。商场负责人表示，这些活动
不仅提升了销售额，也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元
化的夜间消费体验。

太原钟楼街步行街通过智慧化升级，打造
了独特的夜间消费场景。引入全息投影、AR互
动等科技元素，让这条承载着山西百年饮食文
化的街道焕发出新的活力。夜晚的钟楼街步行
街人声鼎沸，外卖骑手穿梭期间。据统计，钟楼
街的夜间消费占比超55%，获评国家级夜间文
旅消费集聚区。

夜晚的忻州古城内依然摩肩接踵，从“泰山
庙巷小吃街”的油糕、凉鱼鱼儿，到非遗打铁花
表演，再到城墙根下的小酒馆里飘出的吉他声，
吸引着全国各地的游客。“一店一品”严控业态、
行进式实景剧、吸引百户原住民回迁的四合院，
让忻州古城充满独特烟火气。

长治八一广场是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
所。夜晚，广场舞爱好者们在这里随着音乐翩
翩起舞，孩子们嬉戏玩耍。围绕着广场，各种
夜间消费业态蓬勃发展。这里还经常举办各
种文化活动，如文艺演出、灯光秀等，丰富了市
民的夜间文化生活，也吸引了更多游客前来观
光消费。

此外，科技与传统的碰撞更添魅力。大同
方特乐园推出“星空电音节”，无人机表演与火
山光影秀吸引三省交界客群；临汾鼓楼南北街
通过数字光影技术重现“华夏文明走廊”，游客
扫码即可穿越时空与历史对话。

多样化的夜间消费选择，让群众享受着丰
富多彩的夜生活，为城市夜晚增添魅力，聚集旺
盛人气。

融合发展，
绘就全域夜经济“星空图”

“夜经济+”推动文旅商体深度融合，形成
全域联动、四季可游的夜间经济生态圈。

文旅融合点亮“诗与远方”。平遥古城的
《又见平遥》实景演出，通过独特的叙事方式
和震撼的舞台效果，展现了平遥的历史文化
和晋商精神。据统计，《又见平遥》每年接待
游客数十万人次，带动了周边住宿、餐饮等行
业的发展。

除了夜演，平遥古城的民宿也成了“夜经
济”的一大亮点。许多游客选择住在古城内的
民宿，漫步在古色古香的建筑中，感受古城的历
史韵味，体验当地的民俗文化。

除《又见平遥》外，明·清院落大型实景融
入剧《再回相府》、大型情景演出《又见五台
山》等一批具有本地特色的演艺项目纷纷亮
相。晋城市司徒小镇打造的《千年铁魂》是国
内规模最大、最具震撼力的煤铁派实景演出，
展现了千百年来晋城冶铁业的发展史，形成了
独特的文化品牌。太原晋阳湖《如梦晋阳》水
幕演出，带动周边餐饮消费增长；忻州五台山
推出“禅意夜修”体验，星空禅茶、抄经静心项
目受年轻群体热捧；长治太行山大峡谷开启

“星空露营季”，天文观测与篝火晚会结合，暑
期接待量屡创新高。

体育消费为夜经济注入活力。2 月 6 日
晚，采薇庄园滑雪场依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
漆黑的夜空里，一排排高射灯打在洁白的雪面
上，将蜿蜒的雪道照得犹如白昼。“晚上人少一
些，我也能放开滑。”滑雪爱好者小谈和朋友们
在雪上尽情驰骋，欢声笑语不绝于耳。记者了
解到，不少雪场开设了夜滑项目，还增加了篝
火晚会、烟花表演等项目，满足市民多样化需
求。夜间滑雪正成为一种新的时尚和休闲方
式，不仅延长了滑雪运动开展的时间，也为夜
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增长点。

据统计，在我省，夜间消费占全天消费的比
重逐年提高，夜经济对GDP的贡献率不断提
升。夜经济的发展还带动了就业，从夜市摊主
到商场服务员，从夜演工作人员到出租车司机，
夜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就业岗位，为缓解就业压
力作出了贡献。

从政策顶层设计到市场百花齐放，我省夜
经济正以蓬勃之势重塑消费版图。当古建筑
披上光影霓裳，当老街巷飘起烟火香气，当非
遗技艺遇见现代科技，三晋大地的夜晚不再只
是白昼的延续，而是成为消费升级的生动注
脚。随着“夜山西”品牌影响力持续扩大，这
片土地上的夜晚，正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繁
华故事。

夜山西：
烟火点亮市井，激发消费动能

本报记者 李若男

优化旅游列车运行图，推进适
老化旅游列车改造，增强热点方向
旅游列车开行能力，配备银发旅游
列车适老化服务团队……自今年1
月份《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 促
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发布
以来，一列列满载银发群体的旅游
专列启程，掀起银发旅游热潮。

这场以铁路为载体的服务创
新，激发了银发经济的巨大潜能。
今年我省计划开通的银发旅游专
列线路包括从粤港澳的繁华都市
到新疆的戈壁胡杨，从东北的雪乡
到湖北的古城，银发专列如同纽
带，不仅串联起祖国的壮美山河，
更激活了沿线住宿、餐饮、文创等
产业的“一池春水”。随着铁路适
老化改造的深入推进，这场始于春
天的旅行，将在时代年轮中书写下
温暖人心的篇章。

精心筹备：
铁路部门织就适老化出行网络

3月2日清晨6时50分，运城

火车站笼罩在初春的薄雾中。随
着 Y402 次银发旅游列车缓缓启
动，我省今年首趟银发旅游列车正
式发车，636张布满岁月痕迹的脸
庞上绽放出期待的笑容。这趟穿
越半个中国的专列，承载着平均年
龄近70岁的老年旅客，开启了为
期13天的“春暖山河之旅”。

“这趟专列就像移动的养老
院。”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新创公司工作人员侯晓玉指着
列车配置如数家珍：5节软卧车厢
全部配备无障碍设施，8节硬卧车
厢过道宽度特意加宽20厘米，餐
车菜单经过营养专家审定，发电
车组确保24小时恒温供水。在列
车中部专门改造的“健康驿站”格
外醒目，药箱里有降压药、速效救
心丸等20余种常用药品，随行医
护人员每天不定时了解旅客身体
状况。

侯晓玉介绍，目前，老年旅客
占铁路旅游市场近八成，但他们的
需求远不止“坐上车”这么简单。
在老年出游的乘客中，有的老年旅
客希望减少换乘次数，有的关注餐
食健康度。为此，铁路部门在硬件
改造和服务设计上下足功夫。

“我们提前勘查线路，在线路
设计上选择了春暖花开的南线
游。考虑到老年人的游览速度，在
景点的选择上更加注重体验感受，
列车采取车随人走、‘快旅慢游’的
方式开行。”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
有限公司太原客运段Y402次列车
列车长成超昉介绍，为规避老年旅
客畏冷怕累的特性，专列摒弃了传
统“赶鸭式”行程，采用“车随人走”
的慢旅行模式，每段行程都预留了
弹性时间，遇到身体不适的旅客可
随时调整计划。

在餐车后厨，记者看到厨师长
李师傅正调配低盐低糖餐食。他
指着操作台上分类标注的餐盒介
绍：“乘务组提前收集旅客饮食禁
忌，为旅客提供定制餐食，特别对
有少盐少糖等特殊用餐需求的旅
客，提前进行食谱调整，糖尿病餐、
清真餐、流质餐分盒封装，确保特
殊需求精准到位。”

文旅融合：
银发经济的“破圈实验”

“过去总觉得老年团就是‘上
车睡觉、下车拍照’，现在我们要
让银发旅游成为‘微度假’”。山
西友谊国旅工作人员郭媛媛边整
理行程单边介绍。记者看到，南
线13天的行程中包括江西婺源、
广东湛江、湖南湘潭等地的知名
景区，还有景德镇、万亩油菜花梯
田等著名景点。每天活动不超过
4小时，这才是符合老年人生理节
奏的“慢旅行”。

据郭媛媛介绍，3月21日，旅
行社开设巴马民族风 13 日专列
游、港澳经典品质13日专列游，4
月22日左右，将开设全景新疆17
日专列游。跟随铁路部门的专列
开通步伐，旅行社也在积极抢抓
银发市场红利。

这种铁路部门与旅游公司的
合作模式，不仅为老年人提供了
优质的旅游产品，也为银发旅游
市场的发展探索出一条可行之
路。业内人士表示，银发旅游列
车通过打通“出行—消费—服务”
链条，推动老龄产业从单一康养
向多元文旅升级。银发旅游列车
助力广大老年人走出家门开展休
闲健康活动，促进银发经济、文旅
产业等发展，拓展地方经济发展
的空间。

去年12月份发布的《银发经
济蓝皮书：中国银发经济发展报告
（2024）》显示，目前我国银发经济

规模在7万亿元左右，约占GDP的
6%，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有望
达到 30 万亿元，占 GDP 的 10%。
其中，养老服务业、老年用品消费、
老年金融、健康、文旅等银发相关
产业，将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

银发旅游列车是一个大胆的
尝试和创新，以旅游为主线带动其
他老年消费，从而带动整体消费扩
容提升。随着银发旅游市场规模
的扩大，列车停靠地的住宿、餐饮、
农副产品、特色文创等相关产业也
迎来了发展机遇。在旅游景区，针
对老年人的特色旅游产品和服务
不断涌现，如慢节奏的文化体验
游、养生保健游等。

老有所乐：
迟到的青春再出发

近年来，老年旅客已经成为
铁 路 旅 游 列 车 市 场 的 主 要 客
群。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的数据
显示，2024年国铁集团组织开行
的旅游列车共运送游客超100万
人次，其中老年游客占比接近
80%。

成超昉坦言，春运后，
我国银发旅游列车进
入运营旺季。由于老
年群体偏好错峰出
行，气候转暖叠加铁
路运力释放，老年群
体出行需求显著增
长，银发旅游市场持
续升温。

运城市 71 岁的
退休工人王建国告诉
记者，他这辈子最远
只到过西安，年轻时忙着工
作，退休后要带孙子，现在孙子上
大学了，该补上自己梦寐以求的

“诗和远方”了。这次他了解到铁
路部门开通了旅游列车，早早就
报了名。

中国铁路太原局集团有限公
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去年，集团公
司共组织开行14趟跨局直通旅游
列车，分别去往粤港澳、东北、湛
江、新疆方向。今年，预计开行粤
港澳、东北、湛江、新疆、湖北等方
向旅游列车。这些旅游列车的开
行，将进一步满足老年游客多样化
出行需求，推动银发旅游市场持续
升温。

山西开行的首趟银发
旅游列车，只是银发经济发
展浪潮中的一个缩影。它
见证了老年人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与追求，也展现了社
会各界在推动银发经济发
展、关爱老年群体方面所作
出的努力。相信在未来，会
有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踏上
这样的旅游列车，开启属于他们
的精彩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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