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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导读：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完
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随着一系列扩内需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新
型消费模式不断涌现，居民消费潜力逐渐释放，为经济回升向好提供有力
支撑。

对于长春市乃至吉林省来说，朝阳区不仅是区位中心，也是人流客流中
心、商业聚集中心、文旅消费中心，形成了业态规划、风格特色各不相同的重庆
商圈、红旗商圈、桂林商圈、前进商圈，并塑造了独特的商业文化，以无比繁荣
的姿态，引领着整个城市的消费“潮”向。

仅以2023年的数据为例证，朝阳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549.2亿元，
占城区总量的50%，“四大商圈”社消品零售总额在全区占比高达72%，对全市
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进一步增强。

逛街，是一种生活的仪式感。

立秋这天，38岁的物业公司经理秋玲站在长百大楼后面的小巷里，似乎还

能看到旧居的模样。20多年前，从两居室的平房出来，向右走20多米，就是当

时长春最繁华的商业中心——重庆路。除了逛不腻的百货大楼，街巷里吃的

玩的各种摊档比比皆是，“买个酱油的工夫我也得逛一圈，看看有没有新鲜事

或者好玩的东西。”她说。

婚后，秋玲把家安在了城市的南部，但逛街仍是秋玲的一大乐事。“现在买

大件我一般去欧亚卖场，品牌齐全；带孩子游玩我去这有山，爬上爬下消耗小

朋友旺盛的精力；我自己跟闺蜜相聚一般去桂林路，喝喝咖啡逛逛潮流小店。”

秋玲的眼神闪闪发亮，“当然，感情最不一样的还是重庆路，我跟我家先生结婚

前在那里看了好多场电影，有许多甜蜜的回忆。”

总之，秋玲前半生的仪式感，总有一个个关于商圈的记忆。

“金街”的传承鼎新

重庆路被老长春人称为“金街”，一条路曾经带火一座城。

重庆商圈，总面积约1.19平方公里，新中国成立前，这里就是一条商业繁

华的街路，是长春市历史悠久的商业中心。

新中国成立后，省暨长春市的主要党政机关、事业单位都集中在这里，地

理位置得天独厚，可以说是一块商业宝地。

1952年，长春市政府成立“长春市百货公司第五商店”。这就是百货大楼被

称为“五商店”的由来，直至今日，还有一些老长春人把长百大楼叫做“五商店”。

20世纪80年代，“五商店”是长春商业的绝对中心，“进城，逛五商店”成了

当时最为时髦的休闲娱乐方式。浩浩荡荡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来，集中于

此，市民既能挑选到心仪的商品，又能享受逛街带来的愉悦感，用摩肩接踵来

形容百货大楼的繁华，毫不为过。

秋玲童年时期关于逛街的记忆，也是源于百货大楼。在单休的周日，大楼

偶尔有促销活动，必然是长春人期盼已久的重头戏，商场上了最新款的衣服，

也是青年男女茶余饭后谈论最多的话题。在通讯尚不发达的年代，人们获取

信息，大多源于口口相传。

“当时大人说去逛街，就是去百货大楼。”秋玲说。

正是长百大楼的兴盛，带动了周边其他店铺的崛起，形成了朝阳区最早的

核心商圈，就是现在大家耳熟能详的重庆路商圈。改革开放后，重庆商圈规模

迅速扩大，先有集百货和餐饮旅店业为一体的长春国贸，后有精品百货卓展购

物中心横空出世，恒客隆、沃尔玛等大型连锁超市也都红火一时。

众多的专卖店，是重庆商圈的又一大特色，尤其是一大批国内外知名品牌

的服装专卖店最为集中，此外，还有众多的美食、电器、手表、眼镜、婚纱摄影品

牌店以及麦当劳、肯德基等餐饮连锁名店。

“长春不少老字号企业坐落于此，如长百大楼，是朝阳区最早的吉林

老字号企业。还有宇泰珠宝，已经创立 60年了。”朝阳区委常委、副区长

张君说，难得的是，这些老字号企业在今天的商圈中依然能发挥引领作

用，“金街的另外一个定义就是金银饰品一条街，重庆路是目前长春市金

银珠宝品牌店最为集中的区域，长春市的年轻人结婚大部分会在这里挑

选婚戒和首饰。”

“最早的婚纱照一条街也在这里，我的婚纱照就是在这里的一家影楼拍

的。”秋玲回忆道，“外景拍摄在离此不远的牡丹园，可惜后来这家影楼搬出重

庆路了。”

尽管对重庆路一直有份特殊的感情，秋玲还是敏锐地发现，重庆路的

人气、商业氛围跟之前相比有不小的变化，卓展购物中心、香格里拉酒店

之外，近几年有影响力的一线品牌落位重庆路的变少了，“近些年我来的

次数也少了。这里是市中心，停车不太方便，另外逛街的话，大家的选择

实在太多了。”

东北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吕康银教授对长春市的商业经济一直多

有关注，“不可否认，老一辈的人对重庆路是有一种情怀的，但现在，重庆商圈

需要突出自己的特色，向现代体验式商业转型。”

不可替代，才是一个商圈的灵魂。

“重庆商圈的基础非常好，卓展、苏宁易购、香格里拉、金安大饭店坐落其

中，其中卓展是长春高端奢侈品代表商场，LV、GUCCI、巴黎世家等30余个顶级

品牌云集。”吕康银认为，高端精品商圈可以成为重庆路的进化方向。

政府层面的努力一直在进行。“我们对消费人群进行了画像，重庆商圈的

主力客群为都市白领，因此走高端精品消费路线是必然的。”张君说，“要将传

统建筑、老字号企业等资源，与现代沉浸式、体验式商业消费有机结合，这几者

也有结合的先天优势，从而推动整个商圈焕新升级。”

“从地理位置来看，重庆路商业带涉及长春的两个行政区，因此，整个商圈

的转型升级需要跨区层面的统筹规划。其他商圈也是如此，但重庆路最为典

型。”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丁肇勇认为。

永恒的青春舞曲

桂林路属于年轻人，这是每个长春人都有的认知。

桂林路，形成于1931年。新中国成立后，桂林路街区基本延续了此前形成

的格局，以住宅区为主，商业建筑屈指可数。

“我记得小时候这里是一大片平房，乱糟糟的，别说做买卖了，就是小伙找

对象都费劲。”刚刚从印刷厂退休的王健是桂林路的老住户，“万万没想到，桂

林路居然能够发展成现在的模样。”

桂林商圈并非是一条路，而是以桂林路为核心，人民大街、自由大路、新民

大街、解放大路围合起来的街区的统称。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嗅到改革气息的桂林路街区迅速发生变化，

西康路两侧的露天市场持续吸引着人气。

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露天市场搬进了“桂林路大棚”。桂林路大棚不

但有了日用品、蔬菜，服装和化妆品摊位也开始出现了。由于附近分布学校

较多，桂林路的生意，多以年轻人喜好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陆

续有韩国商人进驻桂林路街区，投资兴办了多家酒吧、咖啡屋、服饰、日用百

货等店铺。

进入新世纪，桂林路街区加速进化。2005年，北方市场集团接手桂林路市

场，通过改善购物环境，吸引大量年轻群体涌入，形成了集吃、喝、玩、乐及购物

为一体的商业区。

一代一代的年轻人，在桂林路找到了安放青春的足够丰富的容器，它或是排

半天队才能买到的新鲜出炉的绿豆饼，或是撸猫闲坐一下午才慢腾腾离开的咖

啡店，对了，拐角那家小剧场上了新的剧本，是时候约上几个同好体验一番了。

“周围有东北师范大学、吉林艺术学院、长春工程学院，再远一点有吉林大

学，保守估计有数万名年轻人，他们的消费能力、行为方式影响了更多的年轻

人，让桂林路成为年轻人的乐园。”桂林路“坐地户”、依林小镇首任总经理刘晓

峰说，“作为商户，当然要投其所好，我们因此将潮流女装作为主营方向。考虑

年轻人有创业的需求，还开设了一个个的格子铺，众多年轻老板从这里迈出创

业的第一步。”

独特的校园文化、文艺基因，杂糅现代商业的新鲜多变，桂林商圈成为年

轻人的打卡胜地也就不奇怪了。

年轻人对于环境的“老旧”兴许没那么挑剔，但从长远看，传统住宅区、

硬件先天不足的桂林商圈，亟需在基础设施上升级，跟上文旅融合发展的

新时代。

从城市商业中心到新型活力中心
——“ 繁 华 长 春 的 朝 阳 密 码 ”系 列 报 道（ 一 ）

本报记者 刘岸松 柳青

【编者按】

在“以市为城”的现代性结构中，一座城市的商贸史就是城市的发展史。
长春四大商圈，为什么都在朝阳？
答案也许简单，就是因为需求在这里找到了供给，人们的期待在这里被满足。
答案当然也不那么简单，因为它所牵连的不仅有数百万人、数十年消费习惯养成的历史，更有一座繁

华大城如何保持焕新活力的现实路径。
从底蕴丰厚的红旗商圈、重庆商圈，到“有一座城市烟火气”的桂林商圈、“单体建筑面积世界第一大”

欧亚卖场所在的前进商圈——当下，朝阳区按照长春市赋予的“都市活力中心”定位，通过培育消费新业
态、改善消费环境、创新消费场景等手段，全力建设消费资源集聚地，扎实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朝阳区委宣传部与吉林日报联合策划，历时近 4 个月，走遍四大商圈不同类型的商贸业态，对话商户、
消费者、学者、政府部门百余人，推出系列深度报道《商圈何以朝阳·繁华长春的朝阳密码》。

调研采访中，我们不止一次被城市商业中心的深厚历史底蕴，和人们紧跟时代潮流、开放创新的拼搏
精神深深打动。在经济结构调整的剧烈变局中，商圈发展的确定性在哪里？创新方向如何锚准新质生产
力落地？如何提升基层社会治理优化商圈“人文生态”，让更多的人实现更好的发展？这些都是人们在努
力探究和实践的问题。

文字有尽，奋斗无穷，愿商圈更旺，城市更好！

重庆商圈后备箱市集。

54路有轨电车如在画中行。

这有山人头攒动。

市民购物总会想到欧亚卖场。

桂林路美食街吸引众多游客和市民打卡。

桂林路已经成为长春咖啡馆的集聚地。

文商旅综合体这有山文商旅综合体这有山，，开业至今热度不减开业至今热度不减。。

5454路路““东北虎东北虎””文旅专列文旅专列。。

周末周末、、节假日欧亚卖场客流如潮节假日欧亚卖场客流如潮，，停车场一位难求停车场一位难求。。

南湖公园周边分布红旗商圈南湖公园周边分布红旗商圈、、桂林商圈桂林商圈，，
以及未来重点打造的以及未来重点打造的““南湖商圈南湖商圈””。。

2020年,桂林胡同美食街改造项目正式开工。此后几年间，水

电气改造，街道亮化，口袋公园、街边小品、楼宇绘画……一个个见

缝插针的“小工程”完成后，桂林街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成为集地

域美食、名优商品、时尚购物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多功能综合性街路，

成了“城市夜生活的打卡地”和“吉林省特色街区”。

“要说还有什么不足的，就是小吃的价格涨了，炒粉从5元一份

变成了10元一份。”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信息科学与技术学院的刘

多笑着说。

“我们对桂林商圈的定位是时尚轻奢商圈，以桂林胡同美食街

为商圈核心，打造长春最具烟火气的商业区。”张君说。

如今，桂林商圈吸引了近千户各类企业、3000余家个体业户，其

中特色餐饮、时尚服饰、休闲娱乐、艺术设计、金融保险、教育培训

等服务业占了商圈商家的九成。

在丁肇勇看来，桂林商圈的业态还可以更丰富一些，产生更大

的溢出效应。“底商之上的楼层可吸引更多业态，做立体化开发。周

边高校聚集，可考虑做文创集散地，满足年轻人的消费需求。”

鲜活的长春印记

40年前，在长春西郊的和平大路坐上54路“摩电”（有轨电车），

听着单调的咣啷咣啷声，打个盹，就到了“繁华富庶”的红旗街。这

是50岁的张朋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的片段。

54路有轨电车，其历史可以追溯到1941年，至今仍然行驶于城

市的中心区域，而它承载的历史人文意义要远远大于其在城市交通

上的作用。

张朋没有想到，40年后，需要预约买票才能登上这样的复古

“摩电”。今年年初，绿色车身的“摩电”被长春文旅部门打造成特

色文旅产品，与长影旧址博物馆一起，成为外地游客来长春必须体

验的项目之一。

“里面的内容很丰富，有关于长春历史和沿途景观的介绍，还能

集章盖戳。”张朋说，“就是节假日抢票太难了。”

“红旗商圈是长春唯一一个集经济、历史、文化、旅游为一体

的综合性商业聚集地，既保留了长影旧址、54路这样的老元素，又

有欧亚商都、这有山、万达广场等综合体。换句话说，最能代表长

春的元素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消费体量在全省也是排在第一位

的。”张君说。

事实上，早年的红旗街并不繁华，20世纪80年代，除了长影，这

里能拿得出手的只有新华书店，其灵活创新的经营理念，在当时的

长春开了先河。

书店副经理许漫秋已经在这家店工作23年了，尽管没能见证

三四十年前的售书盛况，但在实体书店日子普遍难过的今天，老书

店的销售情况一直还不错，“毕竟我们处于核心商圈，还挨着长影，

客流量还是很可观的。”

20 世纪 90 年代初，欧亚商都和亚细亚百货在工农大路与

红旗街交会处相继开业，红旗街商业的发展迈出了关键性的

一步。

2010 年 10 月，长春万达广场在红旗街开业。这个按照城

市综合体地产模式打造的万达集团第三代购物中心，包括国

际连锁超市、大型百货、国际影城、量贩式 KTV、特色餐饮、室

内精品步行街以及城市公寓等众多业态。一时间，红红火火，

人头攒动。

9年后，在单体楼里建了一座山的“这有山”来了。这有山的意

义在于，它在全国都是独一无二的。仅仅7万平方米的建筑面积，

单层面积更是有限，在红旗商圈后来居上，靠的就是完全的差异化。

“这有山从开业的第一天起，立意就要区别于其他成熟的商业

综合体。首先，这有山是一个文旅项目，你可以将我们定位成一个

景区。其次，这有山招商更看重商户的独特性，兼顾品牌性，连锁品

牌进驻也要在装修上符合整体调性。”这有山企划部孙亚婧说道，

“这有山的活动是比较多的，我们也非常看重与消费者的互动，每天

都能看到很多拖家带口的游客登山打卡。”

与长春其他商圈相比，红旗商圈还有一个独特优势，就是其坐

拥长影旧址博物馆这样的历史文化资源。2014年 8月 19日，在完

整保留1937年原“满映”建筑基础上修缮完成的长影旧址博物馆正

式对外开放。

“红旗商圈上升势头明显，长影功不可没，文旅结合自然而然。

这是红旗商圈独有的优势，能够吸引并满足各个层次的消费群体。”

丁肇勇说。

致力于传递长春特色文化的爱未来文创团队，在获得长春市文

广旅局品牌授权后，也把首家“长春礼物”概念店安放在了红旗街，

紧挨着长影旧址博物馆，甚至把60多人的整个团队塞进了概念店

的二楼。

“当时也为选址头疼过，选来选去，还是觉得红旗街、长影这里

更适合”，“长春礼物”项目负责人王丹坦言，“我们的设计团队，真

的是呕心沥血地想创意，做产品，就是为了讲好长春故事，让更多的

人了解长春，爱上长春。”

“红旗商圈对于整个朝阳区甚至长春市来说，具有特殊的意

义。”吕康银认为，红旗商圈是新业态体现得比较充分的商圈，同

时，它包含有长春的文化，能够代表长春的特色，最能够吸引长春以

及外地的消费群体来此体验。“红旗街带给游客的是长春独有的东

西，无可替代。”

进化的购物之城

欧亚卖场仿若一座“城”，是一个从一片荒芜中打造出的城市

地标。

这座单体建筑面积60万平方米的世界第一大购物中心，拥有

近1万个品牌合作伙伴，年接待近1亿人次。

“大”是到过欧亚卖场的人的第一印象。在这里，找寻一家品牌

店的秘诀就是要记得“地址”，对，你没有听错，一定要记住位于××

层××街××号，靠近太平洋厅、大西洋厅、印度洋厅、北冰洋厅的

哪个厅，否则就容易在这座开阔的“城”里迷了路。

而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寂寂无闻。

2000年 12月，欧亚卖场在长春市双德乡孟家屯小孤榆树村的

一块荒芜之地开业了。当时，项目周边没有居民区，分布的是煤场、

铁路和荒地。

商家不想来，顾客不愿来，经营一度陷入困境。当时，一个展位

门口摆了七只狼的造型，而店内顾客总共还不到7人，“狼比人多”

成了卖场历史上一个著名的典故。

想让顾客上门，首先要解决交通问题，这不仅关系顾客购物体

验，更关乎员工上下班便利。当时，附近离欧亚卖场最近的公交车

就是20路，但其终点站与卖场还有一站地距离。消费者往来卖场

都需要坐小飞龙（摩的），极为不便。

经过反复衡量，欧亚卖场董事长、总经理于志良带人多次与公

交集团沟通协商，最后不仅将20路终点站延伸到卖场，更把卖场广

告喷绘在车身上。

随着带有“欧亚卖场，与您共享”字样的20路公交车在中心城

区与欧亚卖场间穿梭往返，卖场名气大了，客流也多了。目前，卖场

周边有20多条公交线路环绕，地铁6号线开通后，专设欧亚卖场站，

进一步方便消费者前来逛街购物。

“2004年前后我来过欧亚卖场，想买一件羽绒服，看了一圈我就

走了。实在是可选的品牌太少，当时我想以后可再不来了。”如今已

是报喜鸟欧亚卖场店店长的赵露说，“没想到如今我是天天来，选择

在这儿工作，也正是看到这里的业态越来越全、环境越来越好，营商

环境、经营品质等眼见着一天天变好，同时在这里能够获得更具潜

力的职业发展前景。”

光是品牌服饰一个品类，欧亚卖场去年就造就了 97 个千万

元销售店，不足 400 平方米的迪桑特年销售额达 1 个多亿，今年

更将目标锁定为 1.5 亿元。“每年我们都要按 10%的比例进行品

类更新，这样才能保持顾客的新鲜感。”欧亚卖场副总经理赵

鑫说。

从起步时门可罗雀，到日均20万人次、高峰80万人次，从最初

仅4种业态的仓储超市，到今天涵盖购物、休闲、娱乐、展会、金融等

80种服务业态、60万种商品的超大型购物中心，在一片不毛之地崛

起的欧亚卖场商圈，每年直接提供近3万个就业岗位，带动上下游

产业快速发展，周边土地价格从最初每平方米不足100元到如今翻

了数番。

在赵鑫看来，卖场“快进”键2004年被按下。这一年，欧亚卖场

大胆尝试引入会展经济，承办长春秋季房交会分会场，获得空前成

功，让卖场走入长春消费者的视线。2006年末开启的店庆促销，欧

亚卖场拿出200台液晶电视抽奖，首开购物抽奖先河，一时间，声名

鹊起。如今，欧亚卖场正按照“购物中心+”定位加速调改升级，力

图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休闲购物体验。

“欧亚卖场对全年龄段人群都很友好，无论男女老幼，吃喝玩乐

购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满足。”吕康银认为，商圈实体消费，不仅仅是

“买东西”，要突出与网购最根本的差异，一定要让顾客能够有体验

感，打造属于自己的“+”模式。

正是有了欧亚卖场的一柱擎天，以及商圈不断优化贴心的营商

环境，虹吸更多的首店靠拢而来，数家商业综合体也趁势入驻，商业

氛围愈加浓厚。

“先有欧亚卖场，后来才有了前进商圈。这片区域原本位于朝

阳区的消费边缘地带，伴随欧亚卖场的落位和发展，逐渐成为拥有

全品牌、全业态的一站式购物商圈。目前欧亚卖场的年销售额相当

于北京SKP。”张君说。

商圈何以朝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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