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直到现在，宋兆亮回忆起3年前广仁路步行街内的惨淡情景时仍称“历

历在目”。当时此处还是无人问津的，现如今已然商铺林立，颇具商业步行街
的规模了。虽然还未达到尽善尽美的境地，但是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宋兆亮对此已经很满意了。

2007年，烟台市筛选确定九条商业街道作为烟台市第一批重点培育的

市区特色商业街，广仁路步行街位列其中，它要被开发成滨海广场国际商业步
行街。3年过去了，商业步行街现已摆脱了当时尴尬的境地，完成了一个华丽的

转身。如今你可以看到一些别致的店铺和晃眼的鲜亮招牌，别有一番韵味。

滨海商圈迅速发展带给我们的还有更深的思考，在烟台，与广仁路步
行街有着相同历史渊源的老街不在少数，如朝阳街及烟台山，还有比它们

更古老的所城里，有了这样的改造范本，烟台市的文化遗产改造能否再上
台阶呢？

三年前百年老建筑多空置
26日上午，记者在广仁路步

行街内遇到了胡美，2007年从烟
台教育学院毕业后她首次回到
烟台，可是这里的变化令她意
想不到。“当初我们大学同学经
常来海边看海，顺便到步行街
里逛逛，可是里面什么都没有，

房子都是空置的。有时还会推
门进去看看，还在想这么好的
房子没人住呢？”

据广场管理工作人员介绍，

此处拆迁后广仁路步行街里的
老建筑闲置了约有4年时间。当
时由于种种原因房子一直空置，

既没能形成旅游景点，也没有商
家入住。直到2007年，烟台市政府
出台了《烟台市人民政府关于鼓
励市区特色商业街发展的意
见》，此后3年的时间，这里发生
着悄悄的变化。

记者了解到，政府致力于把
广仁路步行街打造成滨海广场
国际商业步行街。包括广仁路、

十字街、共合里三条街道。突出
体现滨海的韵味，将观海、听涛、

休闲、娱乐、购物融为一体，将整
个街区打造成国际级西式休闲
文化娱乐中心。

文化街区

改造有了范本

与广仁路一起列入打造
计划的还有朝阳街等老街
区，这些老街目前还处于相
对滞后的状态，滨海商圈的
成功经验是否值得朝阳街、

所城里等老街改造时借鉴
呢？

烟台山文物管理处主任
柳进忠说，烟台是开埠名城，

有着相当浓厚的文化底蕴，

广仁路步行街只是烟台市区
一隅，像这样有待开发利用
的街区在烟台还有很多，如
所城里、朝阳街以及时代广
场等等，广仁路步行街的成
功之路是否可以推广？

26日，记者从烟台华纳
轲投资顾问有限公司获悉，

当初该公司来烟台时曾经
将朝阳街和时代广场也纳
入了开发之列，不过后来由
于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对

此，宋兆亮说，朝阳街内的
建筑产权单位过多，无法及
时腾空，另外，作为商业街
区，里面没有停车场也是不
可能的，这些都是制约朝阳
街开发的难点。当初，朝阳
街改造的设计方案甚至都
已经拿出了，未能付诸实施
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兵”，广仁路步行街内的商
家并不是来了就不会走了，

其中也存在优胜劣汰。宋兆
亮说，休闲氛围浓厚的，有
人气的店铺才能最终立足。

记者了解到，烟台华纳
轲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签订的
相关合同是在此经营20年，

“赚的钱将继续投入”，这是宋
兆亮对自己将来的打算，稳
定也是老街区开发并保持繁
荣的先决条件。

格影响

文化与商机

一个都不能少

仅仅利用滨海景区的老
房子就能开发出商机吗？绝
对不能，烟台这座开埠名城
所焕发出的魅力是商业开发
的最基本条件。因此，文化
与商机一个都不能少。

随着时间推移，往昔繁
荣的大马路逐渐失去了风
光，两旁的建筑逐渐破旧，

路面也破损不堪，虽几经修
补，还是无法恢复往日的辉
煌。各种小摊点也从路边一
直摆到了路中央，污水垃圾
遍布，行人掩鼻而过，车辆
通行难上加难。2002年，烟
台市政府决定拆除大马路
两旁的旧建筑，保留古建
筑，修建滨海广场。

经过修缮后的广仁路，

目前两侧的建筑均为二层

西式或中西合璧式楼房。滨
海广场国际商业步行街位
于原广仁路十字街一带，全
长800余米，建筑面积4 . 6万
平方米。在滨海景区的建设
改造过程中，街区保留了百
年老街的历史风貌，具有较
高的人文价值和商业用途。

记者从华纳轲公司获
悉，烟台是开埠名城，在公司
向外推荐自己的时候也利用
了开埠这一文化亮点，还因
此产生了一些地名故事。2009

年公司推出的“1862海岸广
场”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议，因
此还推动了建成5年的滨海
广场正名。如今，公司还在力
推开埠文化，记者获悉，广仁
路步行街还将有一个与开埠
有关的新名称出现。

B04-B05 2010年9月29日 星期三

编辑：赵波 见习编辑：任斌 组版：继红

今日烟威·商圈

以前楼房空置无人问，如今商铺林立成规模

滨海商圈，3年完成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张琪

投资方找准定位，经营中也有麻烦

步行街有了人气又遇发展瓶颈
说起步行街的变化，不能

不提宋兆亮。作为烟台华纳轲
投资顾问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宋兆亮从2007年来到烟台后

整体承包这个项目然后对外出

租。并着手打造商业步行街。

2007年4月27日，宋兆亮已经

不用思考就能说出自己来到烟

台的日子，如今他已经收了 3

年多的房租。

26日，记者在与宋兆亮的面

谈中得知，广仁路步行街当时着

力打造的是国际化的高端商业

步行街，打造国际性的商业会所

需要前提条件，那就是国际上知

名商家的参与。他们会先在一二

线城市里扎稳脚跟后才会考虑

烟台，因为烟台是三线城市。

国际性的商会不来扎根，但

投资方却不能呆呆地等人家来，

于是招国内最好会所的想法在

宋兆亮脑子里盘旋，目前步行街

的招租规模已经达到了93%，剩

余的店铺也已经在洽谈中，于是

人们现在可以在这里看到大量

的中端商户林立。宋兆亮说，该

区域内有各种各样的店铺43家，

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

虽说现在步行街内已经聚

集了人气，经营规模也在日益扩

大，但是投资方也有苦衷。广仁

路步行街是烟台的文物保护单

位，在此处搞开发首先要考虑的

是做好保护工作，这与步行街的

开发形成了矛盾。

“保持原貌，打造商业氛围”

摆在了宋兆亮的面前。他说，这

里的房子利用率其实是很低的，

商家入住后其内部结构是不允

许改变的。以餐饮店为例，油烟

从何处排出去都是要仔细考虑

的问题。投资方绞尽脑汁想出让

人眼前一亮的设计方案，与保持

原貌的规定相违背了，因此只能

搁置。在宋兆亮的办公室里，摆

着一排设计图，但是这些图纸派

不上用场，只能放在办公室里看

一看。“前期有希望，后期有困

难”，这是宋兆亮对这几年来的

总结，其中酸甜苦辣都有。

不过有了好的开端就已经

让投资方很高兴了，记者了解

到，今年步行街的招商工作已经

结束了，后期会通过各种各样的

宣传来进行开发，打造出真正的

商业氛围。

图①：指示牌
上的众多商铺，只
是所有商铺中的

一部分，这也是步

行街其中一隅，更

多的商铺还在其

他位置。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图②：商业街
区的建筑别具风

格，街道两侧的商
铺吸引着每一位
游客的目光，到此

街区游览的游客
都会走进街道两
侧的商铺观赏。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格思考

格回忆

龙地檀香馆是今年7月份
刚刚开业的一家新店面，记者
见到该店铺的王经理时，她正
指挥工人进行店内的修饰。

“还行，现在的生意还是比较
红火的。”王经理告诉记者。

龙地檀香馆的店铺面积百
余平米，年租金是十几万元。王
经理说，幸亏租得早，现在这个

价钱已经租不到房子了。几年前
还无人问津，现如今有这么火爆
吗？是的，记者走访发现，聚集此
地的全是有名的商家，休闲、娱
乐、餐饮店面一家挨着一家。

“这里主要是面对高端人
士，所以生意不可能像菜市场
一样。”王经理对自己的经营
定位非常有信心。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政府
部门“筑巢引凤”，着手将广仁
路步行街一线打造成滨海广
场国际商业步行街，将主要面
向高端人士。

在龙地茶楼内，记者见到
的进出者均是衣着讲究的人
士。工作人员介绍，茶楼想吸
引的主要是商务人群，而现在
这类消费者是比较多的，他们
主要在此“谈事儿”。茶楼经理
说，他们追求的是“雅”，这与
商业步行街的定位也是相符

合的，因此，“这里没有棋牌和
麻将、不像菜市场一样火爆的
原因就是雅多于俗”。

自从步行街内的生意红火
了以后，小温就经常邀两三好友
来坐坐，听着海涛喝茶很是惬
意。小温说，烟台是滨海城市，需
要这样一个规格相对高的地方
供市民和外地游客休闲。

小温说，没来过的市民会以
为这里的消费很高，其实他常去

的店面是没有最低消费的，坐多
长时间都没有人赶。

如今这里已经租不到店面

格现状

格探访

没有棋牌和麻将的茶馆

① ②

滨海商业区紧靠大海，因优美的风景和绝佳的地理位置，

很多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古朴的建筑风格，也吸引了众
多电视剧组来此拍摄和取景。 本报记者 赵金阳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