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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城新风尚古城新风尚

建业七盛角 焕新城市生活
—让文化、旅游与商业共融共生

在时代更迭、消费主力
更替的大背景下，消费者的
消费行为发生转变，品质化、
个性化、体验式的购物方式
更受青睐。建业七盛角通过
焕新升级“积极自救”，将文
化艺术基因融入其中，创新
打 造 特 色“ 场 景 化 社 交 商
业”，有效利用新零售、产品
力等理念，做好文、商、旅的
整合，创造显著的地标属性，
打造全新体验式消费的空间
载体。

曾经的七盛角，业态布
局混乱，个别业态同质化严
重，商业逻辑不清晰，缺乏核
心品牌。建业七盛角在此次
商业布局中以“场景化、情景
式、体验感”为出发点，将重
点落在“青年、艺术、文化、潮
流”等关键词之上，做“艺术
和文化的商业”。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受当时疫情影
响，新七盛角的招商举步维
艰，项目团队发挥建业精神，
积极协同推进，高效、保质地
完成了业态提升，实现了项
目的突破和重生。街区从原
来仅有 40余家商业店铺，到
如今 100 余家店铺百花齐
放，一个个优质品牌的引入
为七盛角的成功奠定了坚实
基础，商业业态的焕新调整
让七盛角更受年轻人喜爱，
在沧海横流、大浪淘沙中勇
立潮头、站稳脚跟。

在城市商业领域，建业
七盛角创新性地打造出一
种“轻创意+轻定制+新文
化+新潮流”的新型商业模

式，可推广、可复制、可标准
化。同时，引进多家品牌的
中原地区首店、河南首店、
开封首店及高能级概念店、
集合店，创新商业模式，为
消费者创造“弃大取小”的
到店理由，致力于达到口碑
流量双收。

用城市光影留住游客的
脚步，让无形的文化变成有
形的体验，让网络流量转换
为线下消费，成就了建业七
盛角的“满血复活”。如今的
七盛角，传承宋代鼎盛时期
的商业风范，承载国际文化
与休闲品质，拟形成“一个中
心、多点联动”（即以建业七
盛角为中心，创意艺术型旅
游体验为主题，并融入现代
商业运营理念）的综合旅游
新格局。

24小时无间断赶工，全
月 无 休 的 高 效 运 转 ，短 短
180 天，七盛角项目团队在
疫情影响、市场低迷、传统文
旅街区式微的环境下，顺利
实现“弯道超车”，其中所爆
发出的建业速度、建业效率、
建业气魄、建业能量令业内
咂舌，也创造了属于这座城
市破旧立新的标杆。

一座城市、一个街区、一
方文化，一种生活。建业七
盛角在困境与突破中成长，
诠释城市记忆，定义城市生
活。艺术与商业共存的建业
七盛角，将成为开封乃至河
南先进的创意艺术型体验式
街区，建成一处七盛角，成就
古城新风尚。

刘文良 龙雨晴

郑州向东，东有开封。在这座曾经

“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的八朝古都，作

为城市化进程的推动者，富有理想、情

怀、担当与责任的建业集团，与开封市

人民政府携手开启了“中国千年古城整

体复兴工程”。建业集团始终扎根向

下，致力于“唤醒城市记忆、撬动城市更

新”的探索，与这座古城共建、共享、共

融、共生。

古人云“七角盛，天下昌”，开封建

业东京梦华的开篇之作——建业七盛

角于 2014年开街，曾历经沉寂，如今浴

火重生。2020 年 10月，建业七盛角焕

新升级、华丽亮相，这条具有创新性、艺

术性的文商旅街区，推动了古城开封发

展格局中核心区域的更新，助力了城市

生活方式的更迭，让古城焕发新的生机

与活力。

古城“文艺复兴”：挖掘核心吸引力

2020年是特殊的抗疫之年，也是全国文旅街区面临
“大考”的一年。在市场大环境长久低迷、传统文旅街区
掉铺严重的艰难时刻，曾经历过辉煌与掌声、却一度陷入
没落与沉寂的建业七盛角迎来了焕新重生的元年，开启
了轰轰烈烈的蝶变之旅。

文化与商业互为滋养，拥有浓厚历史底蕴的项目才
能吸引优质的商业，成为活化周边社区和重焕古城生机
的基因。建业七盛角坐落于御河之畔，地处古城开封宋
都皇城旅游度假区的核心位置，承载着这座城市文脉的
发展和流向。于是，项目团队将焕新升级的第一场战役
瞄准了古城的“文艺复兴”。

2020年 4月 17日，筹备了近百天的《小柒周刊》在建
业七盛角的官微公众平台首发，对疫情过后的春天来说，
这是七盛角第一次强有力的对外发
声。当时，距离焕新亮相的时间只有短
短的 180天，招商调商、工程进度、品牌
提升，无一不是难题。项目团队召开了
紧急研讨会，最终拍板——“要改变，要
让外面听到我们的声音”。

在创刊初期，团队彻夜学习了《中
国画报》的艺术化表达，力求每一期选
题与七盛角的焕新内核相契合。七盛
角创办的零企划费推广新平台——《小
柒周刊》一经亮相，就打开了对外沟通、
招商洽谈的渠道，16500张照片记录改
变，33 期主题讲述焕新，撬开了这场

“文艺复兴”的突破口。
城市焕新的目标，是立足于旧城改

造，精心于传承历史文脉，专业于文商
旅综合体的打造，充分挖掘在地文化，
策划主题、塑造场景。在此目标之下，
小吃焕新的创新模式应运而生。

小吃焕新，用现代艺术包装百年味道，是一次对“餐
饮+潮流+文化+空间+建筑”的艺术诠释。17家设计师概
念店集合，挖掘老开封正宗的味道记忆；开创“包过瘾”套
餐，以文创手法玩转开封的包公 IP和小吃文化；“橱窗＋档
口”“档口＋堂食”等新颖的搭配方式，优化消费体验、增加
经营时长，致力于打破人们对传统小吃街的既往印象。

同时，项目团队探索、完善、丰富、调整了几十版集装
箱设计方案，总结了世界各地成功的集装箱街区案例，
高颜值的轻时尚聚集地、“中国版的迈阿密涂鸦艺术
街”——集装箱艺术区成功落地古城开封。设计
上大胆采用涂鸦撞色艺术，空间上将非标集装箱
复合搭建，业态上集合潮流新型创意品牌，成为
地摊经济的集散地，点亮城市夜生活。

小而精致的“集装箱艺术区”成为了音乐、
直播、潮生活、无边界社交的联合集散地；“小吃
焕新区”打破了开封小吃餐饮的流动夜市 1.0模
式、美食城 2.0模式，锻造改变一座城市的“餐饮
文化博物馆”3.0版本；“轨道蒸汽小火车”走在开
封市场体验类业态的前沿，塑造体验经济的网红记
忆点。

建业七盛角用一个个亮点串联起这场古城的“文艺
复兴”，弥补了以往缺乏品牌认知度、行业影响力及核心
吸引力的不足之处，创新地塑造原生 IP，重视情景化消费
体验，为受众打造舒适、美好、新颖的休闲社交空间。

文商旅综合体是建筑艺术的升级和城市空间的延续，
成为新时代的城市地标和城市经济发展中的共生体。城
市存量旧改项目，如何通过“再设计”华丽重生，重新点燃

城市商业圈？作为小体量的文商旅街区，七盛角不仅
在打造专属记忆点和调性上有突破，在商业

运营模式与创新上有思考，同时，对于
城市背景、商业原貌影响下的空间设
计，有着独到的见地与理解。

升级之前的建业七盛角，游
览动线过于平直，街区入口通达
性差；各建筑相对孤立、门窗设
计通透性差；街区内缺乏新型景
观和网红元素，整体颜值较低。

所以，建业七盛角将着重突出开放式街区的特色作为此次焕新
升级的关键，强调与自然空间相依，打造具有标识性的建筑风
格，重视景观小品和氛围的营造，致力于成为城市颜值新担当。

区别于传统的城市商业，开放式街区真正打动受众的
设计应该以人为本，做有情感的设计。在建筑空间层面，
七盛角沿袭宋代传统街区形式——街、坊、巷的格局，建筑
高度、色彩搭配、建筑风格凸显古朴沉稳的气质，穿插现代
化的钢结构与玻璃幕墙，让时尚新潮元素充溢其中；连廊
与独栋建筑相依、中式建筑与时尚艺术相融，给游客带来
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在氛围营造方面，公共区域以人、自
然、文化为主题，漫步其中，遇见艺术气息浓郁的小品景
观，邂逅清新可爱的绿植，喷水池、街灯、艺术品、遮阳顶
棚、休闲座椅点缀于街区各处，将美妙瞬间凝固定格。建

业七盛角模糊了自然与商业的边界，打造“艺术
公园”式的格局，整体空间多元有趣。

建业七盛角把游客对于大自然风、光、声的
需求享受，进行有生命力的演绎，通过高大的屋
檐、充足的采光、热闹的气氛，打造一个舒适的
休闲场所——“城市生活第三空间”。在吃喝玩
乐游娱购等功能中，糅合艺术、亲子、文创、体验
等多元内容和自定义形式，构筑一种全新的、共
鸣的生活场域。

商业创新：艺术业态“圈粉”年轻力量

生命感设计：打造城市的第三空间

潮玩集装箱潮玩集装箱

蒸汽小火车蒸汽小火车

巴伐利亚风巴伐利亚风

夜市灯如昼夜市灯如昼

仰韶酒业的发愿是“今
生只做一瓶好酒”，但是我
们千万不要把它仅仅视为
单纯的生产企业。毫不讳
言，在物质层面，它追求极
致的完美，但是在仰韶文化
传承方面，它萃取了丝丝缕
缕的养分融入酒业生产、包
装、展示、储藏的各个领域，
还原并发展了仰韶文明血
脉。

它以仰韶文化和中华
酒文化为载体，着力打造国
家 4A级旅游景区——仰韶
酒庄，并不断加快打造以仰
韶酒庄为核心，黄河南岸高
粱种植基地园区、美丽乡村
柳庄生物制曲园区、仰韶酿
酒工业园区、仰韶仙门山洞
藏园区、仰韶彩陶艺术展示
园区为依托的“一庄五园”
建设。

这是渑池人、仰韶人骄
傲的“一庄五园”，是仰韶酒
文化工业游的空间。游客
到此间，陶醉的难道仅仅是
一杯酒吗？非也！

因为努力所取得的成
就，见诸于官方文件的“双
百周年”多项方案、汇报中，
位于渑池县的河南仰韶酒
业有限公司被屡次提起。

在以“仰韶牌”为主要
标识的众多企业中，仰韶酒
业及旗下仰韶彩陶坊品牌
是优秀的代表，在一份《文
旅融合推动城市高质量发
展》官方文件中，政府肯定
地认为：

“特别是，仰韶酒业抢
抓省委、省政府关于‘豫酒
振兴’的战略部署，迈在前
列、干在实处，将企业发展
和仰韶文化充分融合，继承
发展古老的传统酿造工艺，
开创了中国白酒的第十三
种香型——陶香型白酒，彰
显了仰韶文化内涵，仰韶酒
成为了渑池的支柱企业和
对外交流的一张名片。”

在强手如林的豫酒阵
营中，仰韶酒业一马当先，
多次出现于国际、国内重
大礼宾活动，并且代表豫
酒连续数年来参加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让世界有华
人的地方，都知道仰韶文
化与黄帝文化互为成长，
蔚蔚壮观。

七千年前的彩陶，流溢
着华夏民族的血脉。

七千年前的酿造，是先
民供奉神祇的琼浆。

如今，仰韶人尊重并沿
袭这具有 7000年历史的陶
蒸酒手工酿造方法，将彩陶
与 美 酒 有 机 组 合 ，如 同
7000 年 前 的 仰 韶 先 人 一
样，九粮九蒸，历经八十一
道工艺，使仰韶酒成为陶蒸
酒之佳作。

2021年，中国考古 100
年暨仰韶文化发现 100 年
之际，仰韶彩陶坊在渑池、
在三门峡、在河南，以美酒
欢迎嘉宾、敬奉时空、出彩
中国、礼遇世界。

王见宾

渑池：满城劲吹彩陶风

仰韶彩陶作为一种远古艺术，其丰富的

图案、神秘的纹饰、质朴的色彩、流畅的线

条，令无数彩陶匠人着迷。天下之大，或

许，再没有一处的彩陶氛围比这里更浓

郁——

高铁站下车，出口要塞上“仰韶文

化耀中华，厚重渑池欢迎你”郝然

醒目；

高速站口入城处，路左有

一尊巨大的彩陶雕塑，上书

“仰韶之光，华夏之源”，右侧

是“仰韶圣地，醉美渑池”；

城区主干道的灯杆广告运用

了仰韶彩陶坊小口尖底瓶的造型，

公园的雕塑、长椅汲取了彩陶的创意；

仰韶大街、仰韶广场、仰韶大厦、

仰韶花园等一批以仰韶命名的道路、建

筑、街区；仰韶彩陶坊、仰韶贡米、仰韶大杏，

一批以“仰韶牌”为标识的企业主体；

一路之隔的仰韶酒业酿造车间与包装车

间，从门楣、喷泉围栏、行政楼到车间，通体是

彩陶特有的凝重色调，墙面上浮透着小口尖

底瓶、人形彩陶瓶等仰韶文化标志性器物的

雕塑，大片的苗圃被园丁们婉转成彩陶花瓣

纹的式样；

就连当地自发形成的社群，也是满屏的

仰韶（彩陶）话题，“渑池作家群”“渑池书法交

流群”里，他们及时地播报《2021年“仰韶彩

陶坊杯”第十届夏季篮球联赛开赛》《首届仰

韶文化“彩陶坊杯”全国书法大奖赛征稿启

事》，幸福感沉醉感流溢——每个人都是仰韶

传人形象。

…………

渑池，这座千年古城，“左据铁门，右凭硖

石，前扼崤陵，后阻黄河。表里山河，号称天

险”。100年前，人们对这座城的认知从夏代

开始，脑海里是崤山关隘、秦赵会盟；1921年

及以后的百年岁月里，由考古学家实物举证、

科学家缜密论定的结果——这里既是 7000

年仰韶文化的发祥地，更是人类远祖起源地，

人们脑海里有了石器、彩陶。

仰韶村遗址，使这里成为竞相拜谒的文

博圣地。传承千年的仰韶文化，也成为擘画

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伟大智慧。

着色“彩陶文化”
华夏之源醉美仰韶

1921 年秋，中外学者在渑池
县仰韶村共同发掘，证实了在中国
夏商周历史之前，尚存在一种更为
遥远的石器时代文化，当时的发掘
者和研究者之一的瑞典地质学家
安特生，称这种文化为“中国远古
之文化”，定名为“仰韶文化”。遗
址出土的陶器绘有各种彩色的图
案，因此又被称为“彩陶文化”。

如前所述，来到渑池，千年积淀
的（仰韶）彩陶文化元素随处可见。
仰韶文化元素的城市雕塑、灯柱、座

椅、花盆等在城区大街小巷比比皆
是，由渑池本土企业自主设计研发
的“仰韶之光·华夏之源”城市景观
雕塑，已成为渑池城市形象新地标。

为打造个性鲜明的仰韶文化
名片，渑池县编制以仰韶文化为主
题元素的城市设计和城市风貌规
划，加强对城区出入口、重点地段和
部位、主要道路两侧的规划设计，以
规划彰显仰韶文化的厚重底蕴。

不仅如此，渑池县立足“仰韶
文化圣地、黄河山水画廊”的区位

优势，将文化资源与旅游资源深度
融合，以黄河丹峡为代表的自然山
水游、以仰韶文化博物馆为代表的
历史文化游、以仰韶酒业“一庄五
园”为代表的现代工业游……在这
里交相辉映，形成了五大特色精品
旅游线路，实现了从“单一景区化”
模式向全域“休闲度假旅游区”模
式的转变。

历史文化源远流长，黄河韶山
水美岭秀。远方的客人，一定留下
来呵！

1921～2021，中 国 考 古
从仰韶村的第一铲开始，仰
韶文化让中国考古收获巨大
的礼物。“两个一百年”的征
程，中国考古、仰韶发掘更加
幸运地与中国革命史同步延
展。

百年机遇，千年等一回。
为了这一庄严时刻，多年前，
国家、省、市、县政府和专业部
门都在积极绸缪。如今，仰韶
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已
经对公众开放，仰韶文化博物
馆陈展提升工作将于 9 月底
完成，仰韶文化产业园正处在
竣工验收阶段。为了庆祝这
次活动，渑池县文旅局与河南
省邮政公司对接，推进仰韶百

年纪念邮票发行合作，目前正
在设计出版，计划 10 月完成
发行任务。

自 1986年举行的纪念仰
韶村遗址发现活动以来，每次
均有重要的学术成果发布，这
次也不例外——由中国社会
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
灿博士审定，中国文物出版社
出版了“双百周年”系列丛书，
丛书包括安特生著作翻译本，
《仰韶文化与酒》《仰韶文化彩
陶研究》等8本。

如果与 1986年（65周年）
和2011年（90周年）的学术成
果稍加比对，读者会明显感觉
到《仰韶文化与酒》的出现，是
一个前沿的、前所未有的学术

门类。自从当代学者运用科
技手段从仰韶文化的小口尖
底瓶中检测出酒的成分后，由
此论证仰韶先民已经掌握造
酒的技术。该学术成果逐步
被社会接受，越来越多的人们
因此关注仰韶遗址，心向往
之。

这则学术成果更是鼓舞
了豫酒排头兵、当地著名企
业——河南仰韶酒业的信心
与士气。在这个重大机遇期，
经过渑池县委、县政府同意并
支持，仰韶酒业自行编撰了
《仰韶酒典》《百年仰韶》，目前
处于紧要的收官期。

不仅如此，“两个一百年”
纪念活动的重要环节，河南仰

韶酒业也占据着关键一席。
据悉，纪念活动共为九项内
容：一是举办仰韶文化发现
100 周年纪念大会。二是举
行仰韶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
揭牌仪式。三是参观仰韶村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仰韶文
化博物馆。四是举办彩陶之
路文物展。五是编撰出版《百
年仰韶文化研究丛刊》。六是
举办“百年仰韶走向世界”（暂
名）文艺晚会。七是举办“百
年仰韶”纪念邮票发行仪式。
八是举办仰韶文化商务洽谈
和签约活动。九是举办“仰韶
酒文化工业游”活动。

“仰韶酒文化工业游”，是
什么样子？

仰韶彩陶坊：
彩陶与酒，两种文化的完美组合

迎接“双百周年”
《仰韶文化与酒》陶醉深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