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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特色主题牌：
从女人街夜市到大学城夜

市，主题鲜明的特色场景充分释
放消费市场潜力

8 月 4 日晚，进贤县最大夜市——女人

街夜市正式开街。随着现代歌舞、乐器表

演、特色鼓舞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现场气

氛一步步被推向高潮。

女人街分为烧烤奶茶美食、好物市集

等多个区域。离开表演区，记者漫步女人

街，这里人潮如织，摊铺鳞次栉比，各类商

品琳琅满目，特色小吃香气扑鼻……开市

当晚，吸引上万人游玩打卡。

激发夜间经济消费潜力的关键，在于

增加有效供给。南昌紧跟消费升级趋势，

针对不同目标人群，不断创新夜间体验消

费项目，丰富夜间经济业态，更好满足人们

个性化、多层次、品质化的夜间消费需求。

南昌 经 开 区 紫 荆 路 和 枫 林 大 道 周 边

有 4 所高校，师生众多。华灯初上，这几所

高校附近的紫荆夜市便开始营业，一直热

闹到次日凌晨。紫荆夜市主要由一个个

小吃摊档组成，动作麻利的麻辣烫阿姨，

满头大汗的炒粉大叔，笑容可掬的卖甜食

大 姐 …… 青年学子们在这里遇见别样生

活，感受南昌味道。

高校集中地的夜市“一半是味道，一半

是青春”。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表演展示区

域，还增设了不同主题的网红打卡墙，彩色

紫荆花沥青搭配满天星彩灯、中式红灯笼

等，营造了温暖、复古、文艺的浓厚氛围。

“没想到能在这里吃上南昌炒粉，味道不

错，物美价廉。”来自湖北武汉的吕钟彩同

学直夸“南昌夜晚很美”。

据估算，紫荆夜市日均客流量 5000 人

次，周末有近万人次。

打消费升级牌：
从传统的品佳肴、购潮货到

习科普、健体魄，消费需求的变
化带动消费品质提升

除了口齿生香的美食、琳琅满目的商

品，夜市还能有什么新体验？位于青山湖

区的中医养生夜市给出了一个全新答案。

7 月 22 日晚，南昌市首个中医养生夜

市在国信医药谷广场开市。特色夜市旨在

以中医药文化为内容，以夜市经济为载体，

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上中医药文化。

记者在现场看到，由中医师组成的中

医团摆开义诊方阵，为市民、游客提供把

脉、刮痧、针灸、推拿等服务。

“手法真的很好，只按了几下我感觉好

多了。”市民李晓勇患有顽固性“网球肘”，

时常疼痛。得知中医养生夜市有义诊，他

特意过来瞧瞧，没想到非常见效。

在嘉言回春集市里，一大批非遗产品

和技艺吸引了众多市民目光。夜市里，一

群女生正参与一款中医药文化体验实景剧

本游戏。参加游戏并通关的人，可以免费

体验集市的诊疗项目。

江 西 国 信 医 药 谷 副 总 经 理 戴 华 新 介

绍，夜市创新传播中医药文化，以文旅+中

医药文化融合体验的新模式，让大家在实

景剧本游戏中沉浸式感受中医药文化。

除了中医中药养生，运动健身元素在

夜经济中也逐步凸显。从传统的烧烤摊、

酒吧、KTV 走出来，走进健身房，走到户外，

借助健身器械挥汗如雨，沉浸在自行车、飞

盘、乒乓球带来的快乐中。不断升级的消

费业态，越来越多样的消费形式，迎合了人

们对健康生活、沉浸体验、潮流文化等消费

的新需求。

8 月 8 日 是 我 国 第 15 个“ 全 民 健 身

日”。当天，记者来到雷公坳文化体育产业

园东区，许多市民正在这里运动健身。网

球馆内，林静手持网球拍在运动场上奔跑

接球。打完一局，她下场休息。“平时工作

任务重，周末常加班，但白天越是工作忙，

晚上越要抽时间锻炼身体。”林静说，她身

边不少朋友都在运动健身，为此还专门建

了一个约球的微信群，夜间运动已经成为

生活“新标配”。

位于雷公坳文化体育产业园西区的马

术项目，近来也颇受市民喜爱。在一朵青

云马术馆的训练场上，小朋友们戴着黑色

头盔、身穿黑色马甲，坐在马背上策马奔

腾，享受着骑马驰骋的快乐。

在南昌，类似雷公坳文化体育产业园

这样的运动场所还有不少。近年来，南昌

大力优化完善全民健身场地设施，拥有体

育场地面积 1670 万平方米，人均拥有 2.55
平方米，“15分钟体育健身圈”全面建成。

打文化赋能牌：
从注重感官享受到关注心

灵体验，文化元素彰显夜间消费
的独特性卖点与差异化特质

夏夜，漫步在青云谱区的洪都夜巷，仿

佛进入一条时间的甬道。穿行在苏式建筑

群的街道之中，历史和现代交织在一起，20
世纪的老洪都工业社区在霓虹灯和美食的

衬托下年轻、时尚了很多。

“天气虽然很热，但来这里走走，脚步

不由自主慢了下来，心也逐渐静了下来。

这些旧时的建筑在斑驳的灯光下充满独特

魅力，不用响起音乐，静静地走着就已经是

时间谱就的一首歌了。”正在拍照打卡的游

客李婷告诉记者。

作为南昌核心区之一的青云谱区，近年

来以“地域特色+文化元素”为方向，以“文旅

活动+主题营造”为抓手，以举办别具特色的

夜间文旅活动为载体，结合自身文化特点，

加强对八大山人、洪都航空文化等地域文化

以及传统美食、“城南龙灯”等非遗文化和民

俗资源的挖掘，形成了差异化的特色定位，

打造了一个极具地方文化特色、经济繁荣、

充满活力的生活消费区——洪都夜巷。目

前，由区财政出资改建的洪都夜巷已解决就

业近6000人，年营收超亿元。

随着文旅深度融合步伐加快，文化元

素深深地烙印在当地的夜经济当中，为居

民和游客带来跳出时空束缚的心灵体验。

近年来，历史文化名城南昌，在发展夜经济

过程中厚植文化基因，使得旅游景区、文化

街区正成为夜经济的重要载体。

手提鱼灯、闲庭信步，在摇曳的裙摆间

“梦回大唐”……位于南昌赣江畔的江南名

楼滕王阁，推出的夜游滕王阁体验活动，不

仅带火了汉服体验行业，更让游客和市民

在雅致的享受之余，对滕王阁的历史有了

更为直观的了解。

为满足消费者品质化、多样化的文旅需

求，东湖区策划推出了一批夜间特色旅游产

品。以滕王阁夜间游轮、AR/VR 数字艺术

互动等有独特 IP价值、有回味体验的夜间消

费项目为切入点，以相聚艺术节、摊玩市集

等热闹集市为亮点，以黑铁现场展演中心、

帕拉方剧场为代表的小型演唱会、小剧场等

小众艺术表演空间，彰显夜间文旅消费的独

特性卖点与差异化特质，在丰富城市夜间经

济业态的同时，带来消费品质的提升。

东湖区文广新旅局有关负责人表示，

该区将围绕“夜东湖”文旅消费圈，不断推

出东湖文旅新场景、新内容、新产品，让更

多的市民和游客不仅能在夜间吃、喝、购，

也可以享受到观光的乐趣、休闲的舒适和

文化的熏陶。

夜间消费，不止有烟火气
本报全媒体记者 林 雍

以夜兴业，以业活夜，夜间经济作为消费增长点，为扩大内需、稳定就业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近日，南昌市公布第一批市级夜间经济街区名单，青云谱区洪都夜巷、西湖区南昌万寿宫历史文化街区

等榜上有名。政策加力激活夜经济澎湃动力。作为一种更好满足生活需求的“增量经济”，夜间经济的新业

态、新场景正成为推动南昌消费市场加快恢复的前沿阵地。

紫荆夜市的流动摊档前人头攒动，浓浓烟火气扑面而来。通讯员 陈有明摄

“南矶山风景秀丽，生态环境好，是暑期

旅游消暑的好地方。从南昌城区出发沿省

道 S103行驶，不到 1小时就能抵达江西鄱阳

湖南矶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道路宽敞，

交通方便。”南昌市民王女士告诉记者。

近年来，南昌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陆

续投入资金 4451 万元，对 S103 塘南线进行

路面修复、抬升南矶段路面标高、增设紧急

停车带等路面提升工程，并配套投入 1000
余万元，在临水危险路段增设波型护栏、安

全标志牌等防护设施，着力打造环鄱阳湖

生态旅游公路。如今，有了这条连接南矶

山与南昌城区的环湖生态旅游公路，南矶

山湿地生态观光旅游发展风生水起。

经济发展，交通先行。南昌市坚持把公

路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和重要民

生工程，围绕“交通强市”要求，推动普通国

省道建养不断升级，加快推进城乡交通一体

化，创新推进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建设。

—— 加 速 推 进 重 大 重 点 项 目 ，完 成

G320南昌县向塘至新建区西山段公路新建

工程项目的行业评审、工可评审、初步设计

评审及招投标等各项前期工作；S426袁渡至

梁西公路改建工程、S218安义古村大道工程

已完工销号，共完成投资 6000 万元；推进安

义县石鼻镇果田村至安南小镇新建桥梁工

程（一期）施工建设，完成投资19.5万元。

——养护类工程建设提质增速。按照

优先提升中次差路的原则，今年实施国道预

防性养护、大中修工程、桥梁维修改造工程等

养护类工程建设项目 17 个，计划实施里程

192公里，总投资 3.74亿元；推进付家嘴桥梁

维修加固工程建设，项目已于5月底完工，实

现危桥处治率100%，目前管养国省道范围内

无四类桥、五类桥，危桥实现“清零”。

—— 紧 盯 安 全 隐 患 排 查 整 改 动 态 监

管，突出对 G316、G320、G353 等事故多发

路段、临水临崖危险路段、平交道口、国省

道与农村公路交叉口、中央绿化带开口等

安防设施排查整改，及时处置路面病害，确

保国省道安全畅通。今年以来，南昌市共

排查隐患 411 处，均已整改到位，共计增设

（维 修）波 形 护 栏 3258 米 、路 面 标 志 标 牌

208 块、警示桩 994 根；施画路面标线 9509
平方米，修复路面坑槽、下陷 7719 平方米，

清理路面堆积物 231处。

一条条公路连线成网，串起产业发展

的快速路、群众致富的幸福路。

荸荠是南昌县三江镇的特色农产品，

每年 11 月荸荠上市时，各地经销商都会前

来采购。“前些年，道路坑洼、路窄车多，每

到荸荠上市季节就堵车，经销商都不愿意

上门收货。”三江镇荸荠种植户老杨回忆

说。省道 S526 三广线是三江镇通往外界

的重要通道。为推动三江镇荸荠更便捷

地走出去，增加当地种植户收入，南昌市

公路部门启动三广线改扩建工程，将原来

6 米 宽 的 水 泥 路 改 扩 建 成 9 米 宽 的 沥 青

路，三广线由县道升级为省道，同时在农

田道路旁修建机耕道，有利于当地机械化

耕种。

有了便利的交通，三江镇荸荠的销路

越来越宽，近两年荸荠产业年产值达到近 3
亿元。

铺就快速网 拓宽致富路
南昌创新推进普通国省道干线公路建设

杨 健 刘玉华 本报全媒体记者 宋思嘉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鄢玫）南昌经开区把握新能

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的风口，依托自身产业优势，大力开展

全链条招商，加速推动新能源汽车和动力电池产业集聚。

中泽精密科技（南昌）有限公司负责人徐正华告诉记

者：“紧跟这波新能源风口，了解到欣旺达已在南昌经开区

落户，加上当地给产业链相关企业的支持，我们决定落户

这里。”

南昌经开区作为南昌市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高地，

拥有江铃新能源、凯马百路佳等整车企业。随着欣旺达项

目的快速推进，以欣旺达为链主企业，南昌经开区加速动

力电池产业链集聚发展。来自江苏的中泽精密是国内动

力电池结构件领域排名前三的企业，作为欣旺达的零部件

供应商，与南昌经开区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

南昌经开区根据动力电池产业制作产业图谱，按图索

骥进行招商，中泽精密由此成为重点招商目标，而该企业

正需要建设新的生产基地，双方一拍即合。总投资 20 亿元

的中泽精密不到半年时间就在南昌投产，预计 2023 年的产

值可达到 1.3亿元。

近年来，南昌经开区把新能源汽车及动力电池纳入主

导产业，目前已经集聚江铃新能源、凯马百路佳等 2 家新能

源汽车整车企业和 60 多家核心零部件企业。2022 年，南昌

经开区签约产业项目 101个，签约资金 666.5亿元。

今年，南昌经开区重点跟踪 30 个新能源及动力电池项

目，加快推进华创新材年产 3 万吨铜箔项目和年产 12 吨铜

材项目签约落地，以及一批新能源项目的落地，用高质量

的招商引资和实实在在的项目，推动高质量发展。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 实习生万志鹏）日

前，由南昌市人民政府、中国赛艇协会俱乐部联盟主办，南

昌市体育局、青山湖区人民政府承办的 2023 第七届南昌赛

艇大师赛暨名校邀请赛·赣粤城际联赛，在青山湖畔举行，

来自国内外知名大学生赛艇队、青少年赛艇队及大师组赛

艇队共计 30余支队伍近 400名选手参赛。

据了解，该赛事已成为目前国内规模最大、影响最广、

水平最高的民间赛艇赛事之一。本届比赛采用国际标准

赛制，分大师组、公开组、高校组、青少年组和赣粤组五个

组别，分设男/女 8 人单桨、4 人双桨、双人双桨 1000 米直道

竞速赛以及 6000米环湖追逐赛等项目。

赛事期间，主办方还相继开展“运动+教育，赛艇名校

之旅”“音乐啤酒晚宴”“观众体验”等多场活动，邀请本地

中小学、国际学校的师生及家长，与悉尼大学、清华大学等

高校学子及 15 个赛艇俱乐部的成员进行交流沟通，以艇为

媒，推动赛艇运动进一步普及与发展。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康春华）日前，记者从南昌

市有关部门获悉：《南昌市资产仓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暂行办法》）正式实施。这是该市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

产管理领域出台的首个闲置资产利用制度。

作为全国公物仓创新试点建设单位之一，南昌从 2020
年起相继在保障世界 VR 产业大会等多个重要活动中，初

步建立了市级公物仓共享公用模式，提出“统一管理”“共

享公用”和“建立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法治化运行机

制”的工作理念。此次出台的《暂行办法》，从制度上规范

了该市资产仓建设的相关要求。

《暂行办法》结合南昌实际，对市直机关闲置资产的使

用提出具体要求，包括确保对象合理，规范行政事业单位

闲置资产使用；确保申请合规，要求市直各单位在新购之

前先考虑在资产仓中调用；确保程序合法。同时，鼓励各

单位充分挖掘闲置资产潜力、修旧利废满足业务工作需

求，避免闲置资产低效使用造成浪费。明确其他单位有权

调剂部门（单位）内部低效运转或长期闲置的国有资产，鼓

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建立健全公物仓管理机制。

近日，在南昌市湾里管理局招贤

大道 7 号和综合厂地块，2 万平方米

向 日 葵 迎 着 骄 阳 次 第 绽 放 ，花 若 金

盘，吸引了不少市民在此观赏拍照。

据湾里管理局大湾集团相关负

责人介绍，向日葵是 6 月播种的，品种

为金五月，这个品种的花朵不仅有很

好的观赏性，观赏期还可持续一个月

左右。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管护，一朵

朵金灿灿的“小太阳”迎风摇曳、绚烂

夺目。

本报全媒体记者

鄢 玫摄影报道

南昌经开区主导产业加速集聚

第七届南昌赛艇大师赛举办

南昌利用闲置资产有办法了

南昌高新区34个项目获科技奖

向日葵花
迎风绽放

■ 记者通联部主办 责任编辑 曹小武 朱晓羚

新建区举行星空夜市招聘会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 特约通讯员陈兴

盛）“新有梦・建有道”2023 年新建区“洪漂人才荟”星空

夜市招聘会于 8 月 18 日举行。活动以“文旅+招聘”“夜

市+招聘”“艺术+招聘”等形式，将城市的烟火气转化为招

聘活动的人气，进一步为企业和求职者搭建起供求对接

平台。

该活动主要面向有用工需求的各类企业，高校毕业

生、外地来昌务工等青年群体以及有就业创业意愿的各类

劳动者。活动采取艺术表演形式，将“洪漂”概念、南昌人

才政策等内容融入表演剧本，并安排歌舞、杂技、魔术、抽

奖等，现场设置企业招聘区、打卡抽奖区、洪漂故事征集

区、政策宣传区、音乐舞会区等。据悉，新建区已举办 4 场

“洪漂人才荟”夏季星空夜市招聘会，吸引 99 家企业参加，

提供就业岗位 960个。

本报南昌讯 （全媒体记者宋思嘉）近日，2022 年度江

西省科学技术奖获奖名单公布，南昌高新区共有 34 个项目

入围，增长 10%，约占全省获奖项目的 23％。其中，省科学

技 术 进 步 奖 28 项（一 等 奖 7 项 、二 等 奖 21 项），占 全 省

24.6%；省技术发明奖 2 项，占全省 50%；省自然科学奖 4 项

（一等奖 1项、二等奖 3项），占全省 13.8%。

据了解，科学技术奖主要奖励具有自主技术创新、拥

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含量高，且对经济社会有良好的效

益，对推动行业和全社会科技进步起到明显作用和影响面

大的重大科技成果。

南昌高新区 34 个获奖项目中，江西浩然生物制药有限

公司的“尿激酶原料人体尿蛋白收集和纯化新工艺关键技

术研发与应用”等 7 项成果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

江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的“高标准康复营养活性肽产品开

发关键技术及产业化”、江西联益光学有限公司的“移动智

能终端玻塑混合光学镜头关键技术研究及应用”等 21 项成

果获得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江西师范大学的“高效

新型薄膜太阳电池关键技术”等 4 项成果获得省自然科学

奖；江西博微新技术有限公司的“大规模复杂三维场景数

字化关键技术及应用”等 2项成果获得省技术发明奖。

看南昌如何激发“暑期经济”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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