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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老北市诞生至今已有近 400年历史，曾是百货售卖、江湖卖艺、曲艺展演等生意

的集聚地，见证了沈阳曾经的商贸繁华。随着新兴商业崛起，近年来老北市风光不再。

而今年，老北市通过重构商业，又火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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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随着小女孩一声惊呼，一只“金凤凰”划

破夜空，尾翼随风飘扬，地面上金龙长舞，阵

阵凤鸣声回荡在沈阳老北市国家级旅游休闲

街区。1月 31日下午，一场“吉空福地龙凤呈

祥”科技秀在这里上演，震撼的视觉效果引来

游人围观。

小女孩的父亲陈志宇，时隔 3 年再次带

着一家 3 口来老北市逛庙会祈福。当天，沈

阳户外气温维持在零下，景区广场上仍挤满

了人。

沈阳老北市诞生至今已有近 400 年历

史，曾是百货售卖、江湖卖艺、曲艺展演等生

意的集聚地，见证了沈阳曾经的商贸繁华。

随着新兴商业崛起，近年来老北市风光不

再。而今年，老北市通过深挖当地民俗文化、

重构商业，又火了起来。

老北市“重妆”出圈儿

对于 33岁的沈阳人陈志宇而言，老北市

既熟悉又陌生，“小时候父母经常带我来这，

几乎每年春节都要来老北市祈福。后来，沈

阳新建的商场景点多了，老北市地方本身就

不大，环境设施也比较陈旧，就不怎么来了。”

今年，老北市“重妆”出圈儿，重新成为沈

阳重要的消费地标。和许多沈阳人一样，陈志

宇又回到了这里。农历正月初一至十五，沈阳

老北市累计接待游客 322.4万人次，营业收入

2082万元，带动周边旅游收入近 5750 万元。

“这才叫过年呢，眼睛都忙不过来了。”

老北市卖布、卖艺等场景的还原再现，吸引

大量游人。关东大鼓舞、非遗戏法，让游客

们沉浸式体验东北年味儿。“听着锣鼓声，

看着高跷秧歌巡游队也想跟着扭起来，再

配上雪景、古建和灯影，火辣辣的东北戏，

暖烘烘的关东情……这春节过得不要太美

了。”陈志宇说。

在老北市南区“真有贺”沉浸式商业综合

体和北区巷子里，烟火气蒸腾。锦州小菜、春

发芽泡馍、花溪牛肉粉、椒麻鸡、津刘香煎饼

果子等 200 多种各地美食，吸引大量食客。

摊主陈凯正忙着翻转炭炉上刺刺响的肉串，

春节庙会期间，他一天的营业额比疫情期间

翻了 1 倍有余。“这都正月初十了，工作日还

这么多人呢，总算看到了生意红火起来的好

兆头。”陈凯说。

老北市里的好兆头，印证了今年以来消

费市场的复苏。新近发布的《沈阳市 2023年

春节市场总体情况》显示，截至 1 月 26 日，沈

阳抽样监测的 12家重点商场、超市春节期间

累计销售额达 1.94亿元，同比增长 17.3%。

老集市深挖历史“遗产”

“老北市火出圈儿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

在不断努力，努力跟上消费者求知求变的心

态。”在老北市国家 4A 景区商业重构项目负

责人张远义看来，消费回暖并非自然而然，市

场主体得下大力气。

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追求精神与文化

层面的消费，这正是老北市寻求重生的发力

点——将市场打造成一本鲜活立体的“史

书”，带领游客追寻老沈阳的过往与今生。

今年，老北市以“最沈阳”为文化基调，以

常态化演艺、网红打卡、商业运营、夜景观等

沉浸式文商旅体验为载体，通过建筑、商业、

人文的多层互动，努力打造历史文化美学复

合空间。

作为关东最具代表性的集市，老北市这

个“老字号”，有着丰富的历史遗存。这里保

有皇寺庙会、北市摔跤、辽菜技艺、奉天落子

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坐落着实胜寺、锡伯家

庙、辽宁总站、荣宝斋、大观园剧场等历史文

化景观，传承着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

化、工业文化等多元文化。

想要挖掘利用这笔“遗产”并不容易。此

前，老北市也尝试通过吹糖画、观花灯等民俗

活动吸引客流，然而却因活动特色不足，内容

重复，吸引力有限。

为了彻底释放历史遗存的潜力，近年来，

老北市对老建筑和其承载的历史文化大刀阔

斧地进行了商业重构：北区清朝古建筑群与

非遗及休闲娱乐游玩业态，形成文化个性的

餐饮商业集群；中区庙会演艺区建立全域沉

浸式文旅高点；南区商业综合体重构沈阳老

记忆、老味道、老场景，构建多层立体消费供

给产业链。

如今，老北市被各种首店经济、首发新品

和文艺首演挤满，新业态与老市场融合，市场

发展终于跟上消费者脚步，迈上了新的消费

赛道。

市场政策双驱动，市场升级不停步

老北市重生，离不开疫情以来市场的积

极求变，也少不了一系列促消费政策的助力。

去年底，沈阳召开助企纾困稳定经济增长

若干政策措施新闻发布会，公布20条新政。针

对文化旅游产业，发放消费券 1000万元，推动

文创、影院、景区等文旅行业恢复发展。老北

市正是这批消费券的一个重要“归宿”。

今年以来，为了恢复和扩大消费，各种促

消费政策持续发力。1 月 10 日，沈阳市商务

局发放 1亿元新春消费券。消费券的发放突

出年味儿特色，进一步点燃了老北市等市场

商家新春促销的热情。截至 1 月 26 日，沈阳

共计 5.8万余家商户参与活动，累计核销消费

券 3756万元，拉动零售和餐饮消费 2.4亿元，

合计拉动消费达 8.7亿元。

沈阳市商务局副局长赵卓青表示，为全

面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消费潜力，今年沈

阳市将鼓励发展商业品牌首店，积极招引国

内外具有影响力、代表性的知名品牌和原创

品牌来沈阳开设首店。对国际和本土批发、

零售、住宿、餐饮业知名品牌企业，在沈阳开

设法人企业首店或旗舰店，且持续经营 1 年

以上，一次性分别给予 10万元~20万元奖励。

市场与政策想到了一块，老北市新的升

级规划更有底气了。

“北区将以首店、首入、首进为基础，持续

引入演艺剧场、米其林餐厅、百年老店等业态；

南区将以‘潮玩 MALL’和‘社区好邻居’为商

业框架，塑造以吃遍中国为美食体验、以主题

享乐为沉浸式体验、以休闲文化演艺为社交体

验的沈阳城市会客厅……”沈阳和平文化旅游

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敬来表示，老北市

要讲出新的消费故事，一切才刚刚开始。

迈上消费新赛道，老集市大刀阔斧进行商业重构，重新成为消费地标——

沈阳老北市“开讲”新消费故事
迈上消费新赛道，老集市大刀阔斧进行商业重构，重新成为消费地标——

沈阳老北市“开讲”新消费故事

本报讯（记者杨召奎）记者日前从自然资源部举行的自

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创建活动新闻通气会上获悉，经

县级申请、省级推荐、专家评审和社会公示，自然资源部认定

258个县（市）为第一批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其中，

土地资源类 183个，矿产资源类 57个，海洋资源类 18个，示范

期为 2023年至 2025年。

2022年 8月，《自然资源部关于开展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

范县（市）创建工作的通知》下发，正式启动示范县（市）创建认

定活动。

创建活动以县（市）人民政府为创建主体，以提高资源节

约集约利用水平为核心，以完善政策协同为抓手，从土地、矿

产、海洋三个方面进行分项创建，为各地探索创新提供支撑保

障。通过示范创建，倒逼经济社会绿色转型发展，加快形成节

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产业结构、空间格局和生产、生活方式、

激励各类资源要素更好服务新发展格局。通过示范创建，强

化正向激励，探索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制度创新、模式创新、

政策创新和技术创新，更好发挥示范县（市）在节约集约领域

的首创作用。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将围绕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以示范县

（市）创建为平台，进一步鼓励和指导各地开展创新实践，使具

有示范引领作用的模式、技术、管理创新转化为可复制、可推

广的制度经验并推广应用。

从土地、矿产、海洋三个方面进行分项创建

258个自然资源节约集约示范县（市）公布

春运写真

本报讯（记者蒋菡）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

的《2022 年度医疗器械注册工作报告》显示，

2022年高端医疗装备国产化取得突破，国家药

监局批准首个国产质子治疗系统等创新医疗

器械 55个，优先审批医疗器械 77个，创新医疗

器械获批数量与 2021年相比增加 57.1%。

2022 年，国家药监局按照《创新医疗器

械特别审查程序》《医疗器械优先审批程序》

继续做好相关产品的审查工作，共收到创新

医疗器械特别审批申请 343 项，比 2021 年增

加 37.8%，其中 68 项获准进入创新医疗器械

特别审查程序。

据介绍，国家药监局此次批准上市的 55
个创新医疗器械产品核心技术都有我国的发

明专利权或者发明专利申请已经国务院专利

行政部门公开，产品主要工作原理作用机理

为国内首创，具有显著的临床应用价值。

从 2014年至 2022年，国家药监局共批准

189 个创新医疗器械。其中，境内创新医疗

器械涉及 15 个省的 134 家企业，进口创新医

疗器械涉及 2 个国家的 8 个企业。北京、上

海、广东、江苏、浙江创新医疗器械获批产品

数量和相应企业数量较多，约占全部已批准

的 189个创新医疗器械的 82.5%。

去年55个创新医疗器械产品获批上市

●走进市场看消费②

本报记者 北梦原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发布 1月金融统计

数据报告。在稳健货币政策持续发力、宏

观经济整体向好、市场信心和预期加快恢

复等因素带动下，多项数据创下新高，总量

与结构均出现好转，信贷迎来“开门红”。

1 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 273.81 万

亿元，同比增长 12.6%，增速分别比上月末

和上年同期高 0.8个和 2.8个百分点。这一

增速创下自 2016 年 4 月以来的新高，显示

出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持续发力作用下，

市场流动性充裕。

信贷方面，1 月人民币贷款增加 4.9 万

亿元，同比多增 9227亿元。尽管每年的第一

个月都是信贷“大月”，但近 5 万亿元的新增

贷款规模，创下自 2001 年以来的新高，仍超

出了市场预期。

从结构来看，企业贷款是信贷增长的主

要支撑。1 月，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4.68

万亿元。市场普遍认为，这一数据表明，随着

经济基本面的恢复，企业贷款需求已经传递

出复苏信号。

1 月，狭义货币（M1）余额 65.52 万亿元，

同比增长 6.7%，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

期高 3个和 8.6个百分点，反映企业短期交易

活动活跃度有所增强，发展信心和市场预期

回暖。不少机构和专家分析认为，随着企业

生产经营加速恢复，以及一系列“稳增长”“拼

经济”政策持续发力，后续企业贷款有望保持

增长势头。

在 1 月金融数据中，另一项受到市场关

注的指标是居民存款。1 月人民币存款增加

6.87万亿元，同比多增 3.05万亿元。其中，住

户存款增加 6.2万亿元，占存款增量的比重超

过 90%。

居民存款“热情不减”，其信贷需求也依

然偏弱。1月，住户部门新增人民币贷款2572

亿元，其中，短期贷款新增341亿元，中长期贷

款2231亿元，各项指标均出现同比少增。

有分析认为，全年信贷的不确定性或在

居民这一侧。如何提振住户部门的信贷需

求，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是今年金融工作的一

个重要问题。

专家表示，今年消费增速有望逐步修复

至接近疫情前水平，但仍需包括金融政策在

内的各项政策支持，以有序扩大金融支持消

费信贷的规模，稳步降低个人消费信贷成本，

助力消费恢复，提振居民消费能力与意愿。

对此，中国人民银行提出，充分发挥货

币信贷政策工具功能，有力支持恢复和扩

大消费。银保监会提出，金融政策要更主

动地配合财政政策和社会政策，把支持恢

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同时明确要

求，优化消费金融产品服务，鼓励新能源汽

车、绿色家电等大宗商品消费，促进居住消

费提升，为新型消费和服务消费提供信贷

支持和保险保障……

自今年春节以来，核心 CPI 恢复性反

弹，服务业 PMI 大幅上行，消费市场频频

传递出需求复苏的信号。有分析认为，在

消费信心回暖与金融支持扩大内需力度

加大的双重作用下，随着居民家庭资产负

债表的改善，后续居民信贷有望获得改善

修复。

1月信贷迎来“开门红”，居民信贷需求有待改善

本报讯（记者甘皙）39天，破 100亿件！国家邮政局监测

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8 日，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过 100 亿

件，比 2019 年达到 100 亿件提前了 40 天，比去年提前了 2 天，

有力助力消费市场恢复活力。

今年业务量仅用 39 天就达到 100 亿件，充分彰显了我国

快递业的蓬勃活力、发展韧性和增长潜力，从一个侧面折射出

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信心正在增强，消费市场活力正在恢复，经

济稳步回升步伐正在加快。

数据显示，自 2 月份以来全国日均快递业务量超 3.3 亿

件，助力了消费市场的恢复增长。在“牡丹之乡”山东菏泽，顺

丰基于客户需求细分出盆栽牡丹和鲜切花寄递两大业务场

景，围绕包装和时效两大痛点制定解决方案，助力当地牡丹产

业实现快速转型。截至目前，顺丰 2023年盆栽牡丹寄递收入

同比增长 31%，仅春节期间牡丹项目寄递就达到了 5万票，同

比去年春节期间翻了一倍，实现了“开门红”。

国家邮政局表示，今年，将扎实推进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

设，巩固“快递进村”三年行动成果，加强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

心和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同时，加快推进“快递进

厂”工程，年内推出一批快递服务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典型项

目和试点先行区。此外，还将着力打造现代化国际化快递物

流企业，引导企业继续完善境外枢纽和地面网络布局，增强国

际网络的连通性和稳定性。

快递业务量增长助力消费市场快速恢复
彰显了快递业的蓬勃活力、发展韧性

2月11日，在中国（黑龙江）自由贸易
试验区黑河片区，黑河跨境电商园区智能
仓储物流中心的工人在搬运货物。近日，
中国“最北自贸区”——中国（黑龙江）自由
贸易试验区黑河片区的企业陆续开工，忙
生产、赶订单，奋力冲刺首季“开门红”。

新华社记者 谢剑飞 摄

中国“最北自贸区”
冲刺首季“开门红”

本报记者 王晓颖 本报通讯员 徐云龙 程威

1月 31日一早，南昌向塘国际陆港内，在南昌局集团公司

向塘机务段运用二车间乘务员出勤小组会上，指导司机万俊

正向即将接班的机车乘务组强调作业注意事项。

万俊和接班机车乘务员一同对机车运行日志进行查看，

确认日志登记内容，带领机班对机车司机室卫生进行清理，检

查柴油机油水液位、走行部关键部件。为保证作业安全，他常

念叨：“只有机车状态好了，作业安全才有保障。”

8 点 30 分，调车组作业人员将当日调车作业计划单交到

万俊手中，机班开始忙碌起来。一列列空车被送入货物线进

行装车作业，装车完毕的列车被牵引到向塘站换挂开车……

在众多车列中，最为特殊的要数中欧班列和铁海联运班

列了。上午 11 点，铁海联运班列正在进行紧张的牵出作业，

司机室内，乘务员聚精会神地操纵着机车。万俊站在座椅后

边，时而聆听对讲机里传出的指令，时而做出手势确认机车前

行信号。12年的司机岗位磨炼让他早已形成条件反射，牵引

作业在他的指挥下平稳进行着。

随着列车站上到发线，本次铁海联运班列开行的“第一

棒”顺利交接。万俊深呼一口气：“每一次班列的牵引，我们都

要万分专注，确保安全平稳。”减少车辆晃动、防止货物损坏，

每一次停车启动都要做到起车不知、停车不晓，这是他对工作

的要求。

去年，万俊和他的指导组顺利完成“安全年”目标，但作

业安全就像一场没有终点的接力赛，容不得一丝大意。“新

一年刚刚开始，我将全力以赴，继续为铁路运输安全护航。”

万俊说。

“陆上丝路”的“护航员”

本报讯（记者邢生祥）近日，青海省发

改委、省司法厅联合印发《青海省公证服务

收费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和《青海

省公证服务收费标准》（以下简称《标准》），

进一步深化公证领域“放管服”改革，规范公

证服务收费管理，保障当事人和公证机构的

合法权益。该《办法》和《标准》从 2 月 1 日起

施行。

据介绍，《办法》和《标准》全面落实各项

优惠减免政策，对社会关注度高、关系群众

切身利益的公证事项降费调整。如涉及房

产继承、遗赠、赠与等公证费用标准，按照房

产面积或者房产价值计算较低的作为计价

标准，单套居民房产办理公证事项费用总额

不超过 1 万元；对 80 岁及以上老人首次办理

遗嘱公证，免收遗嘱公证服务费用；办理与

公益活动和证明赡养、抚养协议等有关的公

证 事 项 ，公 证 服 务 费 用 减 免 比 例 不 低 于

20%；办理重度残疾人、享受低保待遇人员

基本公证服务项目的，公证服务费用减免比

例不低于 50%。

青海规范公证服务
收 费 管 理 标 准

在天津滨海新区龙源海晶盐光互补项目建设现场，建设
者在水面上安装光伏板结构组件（2月7日摄）。

近日，天津市公布2023年重点建设项目共673个，总投资
达1.53万亿元。新年伊始，建设中的部分重点项目现场塔吊
林立、机器轰鸣。 新华社记者 孙凡越 摄

天津全力推进重点项目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