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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招商城的转型突围、创意工
厂的文艺低语、成熟商街的外摆效
能等多种夜间消费形态井喷，夜经
济的多元画卷已然铺陈。无锡市
商业联合会相关负责人认为，无论
是招商城的“破圈”还是1969创意
工场的“个性定制”，无锡夜市已告
别千篇一律的“地摊时代”，迈入了
特色鲜明、模式各异的“百态共生”
新阶段。

“百态共生”的背后，实则是城
市治理体系面临的一场深度压力测
试：夜市虽人声鼎沸，但面临“22点
熄火”的时长瓶颈。数据显示，约

80%的夜市人潮在晚上10点前退
去，“夜未央”却已“人先散”。如何
突破消费时段集中的桎梏，激活

“后半夜”潜力？此外，“灵魂香气”
与“扰民油烟”也在拉锯，近湖路夜
市取缔油烟摊位后客流锐减的案
例，揭示了规范管理与保留夜市烟
火气之间的冲突。如何在净化空
气与留住人气间找到分割点？

面对这些考题，无锡的“解题思
路”正从政策层面加速铺陈。无锡
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透露，《无锡市
繁荣夜间经济十项措施》即将出
台，在空间与时间上“双扩容”：支持

清名桥街区、中山路等核心商街延
长营业时间，鼓励开设深夜书店、24
小时便利店等“深夜食堂”业态；推
广窑湖小镇四季夜游、拈花湾无人
机表演、鼋头渚夜樱等标志性“夜
游无锡”IP，拉长夜间消费链条。
同时，让管理与服务形成“强支
撑”，完善夜间交通接驳、停车指引
及安全保障，如增密夜间公交、优
化共享单车投放等；建设智能监控
与便民服务设施，如移动公厕、集
中充电点，并探索商户自治联盟等
柔性治理模式。

（晚报记者 陈婧怡/文、摄）

从“千摊一面”到“群星闪耀”

无锡夜经济迈入“百态共生”新阶段
当暮色浸染

梁溪河，近湖路的
霓虹灯牌次第亮
起，招商城的夜市
人声鼎沸，湖滨商
业街的无人机划
破天际线——无
锡的夜，正被形式
各异的夜市重新
定义。这些烟火
气与精致感交织
的消费新场景，让
夜经济迈入“百态
共生”的新阶段。

夜幕降临，伴随着舞台中央动
感音乐响起，无锡招商城人潮涌
动，小男孩坐在父亲肩膀上，伸长
脖子望向光影交织的喧闹中心。
服装百货摊位旁，香气四溢的小吃
摊、趣味横生的游乐区、时尚的文
创小铺次第排开。“以前晚上这里
很冷清，现在这几个小时的客流，
能顶白天总客流的一半！”夜市负
责人刘军的话语里透着自豪。拥

有约150家摊位的招商城夜市，正
全力撕下单一的“批发市场”标签。

除了聚人气，举办夜市还有更
深的考量。“一是要打响招商城新
名片，彻底刷新无锡人对这里的固
有印象，夜晚也能来这里购物消
费；二是‘练兵’，为即将启用的餐
饮大楼物色、积累优质商家资源。”
刘军说，从“日市”到“夜市”，通过
一张张摊位、一场场活动，让传统

商贸载体拥抱夜间消费，追求功能
复合与形象焕新。

无锡皮革城正复制着相似的
焕新逻辑：依托皮革产业原有空间
框架，将夜市业态植入场地。小龙
虾排档与手作皮具摊比邻而居，啤
酒花园的霓虹灯映亮了曾经闲置
的角落。通过延伸消费时段、叠加
多元体验，传统专业市场正借夜市
向“逛吃玩购”综合体跃迁。

由老不锈钢厂厂房改造而来的
1969创意工场，则为无锡的夜晚注
入了一股独特的文艺清流。步入其
中，复古街道的怀旧情怀、超级玛丽
街道的童趣元素，瞬间让人摆脱都
市的紧绷感。驻唱歌手悠扬的弹
唱声、孩子们骑着自行车自在穿梭
的欢笑、年轻人围坐在摊位前闲聊
的画面，共同构成了一幅“松弛感”
十足的夜生活图景。

1969创意工场的核心密码，在
于将“独特”与“氛围”转化为可消费
的体验。“不能在淘宝搜到同款”是
负责人林辰宇强调的硬标准之一。
手作饰品、独立设计、艺术衍生品、
小众美食……每个摊位的商品都力
求独特，吸引的是追求个性、品质和
审美体验的人群。“我们不是在单纯
卖货，而是在打造一个能让人们放
松交流、产生情感连接的社交场

所。”林辰宇表示。
这场用文艺重绘夜色的“革

命”，正在无锡的地图上蔓延。在清
名桥广场，千年运河化作舞台背景，
沉浸式夜游让观众在桨声中倾听无
锡故事；在周新里，老宅的黛瓦下飘
散着手冲咖啡与精酿啤酒的香气
……这些承载城市记忆的老厂房、
旧街巷，正借由夜市这一“年轻化接
口”，重获“年轻态”表达。

作为无锡夜市经济的“老字号”
和“排头兵”，湖滨商业街展现出成
熟的姿态。自2021年试点外摆以
来，这条汇集370家商户的街区，将
夜间活力推向了新高度。目前，拥
有外摆摊位的46家商户，客位超
过2000个，大型餐饮品牌悉数覆
盖。“外摆为商户平均带来了30%
的收益增长。”湖滨商业街相关负
责人季辰洁说。

湖滨商业街的突出优势在于
“强”与“精”。强大的品牌集聚效应

带来更高的客单价和消费力。更令
人瞩目的是其精细化管理水平：每
隔500米设置紧急报警装置，为夜
间消费带来更强安全感；全年策划
举行30余场主题鲜明的促消费活
动，持续引流造势；更引入无人机
配送等创新服务，提升体验感和科
技感。“强运营”基因使湖滨商业街
成为省级夜间消费集聚区标杆，更
在“苏超”足球联赛中承担重要户
外直播场地。

效能升级的浪潮正席卷全市标

杆街区：在梅里古镇，商户自治联盟
配合智能人流监测系统，确保古街

“喧而不闹”；在惠山古镇，与盱眙龙
虾集团联办的龙虾美食文旅推广，
将地方 IP嫁接全国性食材品牌
……这些成熟夜市的探索表明：当
夜经济步入深水区，唯有通过科技
赋能、活动创新与共治机制的精妙
耦合，才能在释放“烟火气”的同
时，筑牢“秩序感”的护城河——这
正是成熟商街从“热闹”走向“长
效”的升级密码。

商贸载体的“深夜突围”标签焕新

工厂街巷的“松弛感革命”文艺赋能

成熟商街的“效能升级”管理进阶

夜市百态照见“城市进化”系统破题

近年来，为持续加大未成年人涉毒
治理力度，江阴法院创新性地发出“督
促监护令”，通过提出科学管教意见，指
导“失责父母”当好合格家长，不仅能帮
助涉毒未成年人家庭重建健康监护关
系，更展现了司法审判在延伸社会治
理功能方面的积极探索。

2021年7月期间，17周岁的小阳
（化名）明知销售的“上头电子烟”中含
有被国家列管的人工合成大麻素成
分，仍采用快递寄送等方式销售10余
次。2021年年底，江阴市人民检察院
指控被告人小阳犯贩卖、运输毒品罪
向江阴法院提起公诉，2022年2月，被
告人小阳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并处罚
金人民币八千元。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江阴法院对被
告人小阳的成长背景等开展补充调查，
了解到小阳上高一时曾出现厌学情绪，
但其家长并没有及时关心。在小阳辍
学后的一段时间内，其父母并不掌握她
的日常行踪、生活来源等情况。法院
认为家长没有正确履行监护职责，对
于小阳走上犯罪道路有着直接关系。

庭审过程中，主审法官与公诉人
适时开展法庭教育，让小阳深刻悔悟
自己的罪行，同时也让小阳的家长意
识到自身存在的疏忽。庭审结束后，
江阴法院联合江阴市人民检察院向涉
案未成年人小阳的家长发出《督促监护
令》，要求小阳家长正视监护不力责任、
提升监护能力。

承办法官指出，如果违反《督促监
护令》，将由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予
以劝诫、制止；对于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
罚，造成严重后果构成犯罪的，可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同时，江阴法院委托社工机构对
小阳的家长开展家庭教育指导。考虑
到他们将回到户籍地，法官、公诉人、
社工在开展线下指导后，联合商定后
续的远程指导方案，力求帮助小阳顺利
回归社会。承办法官表示，家庭监护是
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第一道防线，它就
像“第一块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一旦
失衡，便可能引发一连串的连锁反应，
最终将孩子推向错误的深渊。（王佳）

帮扶涉毒未成年人

江阴“督促监护令”
指导“失责父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