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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文旅走进“我们时代”

嘉兴，这座浸润在历史长河中的城

市，承载着无比厚重的历史与革命记忆，

它是中国共产党梦想起航的神圣之地，

犹如一座闪耀着红色光辉的灯塔，指引

着一代又一代人为理想信念奋勇前行。

嘉兴站，始建于 1907 年，犹如一位

饱经沧桑的老者，默默见证了岁月的更

迭与时代的变迁。历经百年风雨的洗

礼，在 2021 年，它以焕然一新的“森林中

的火车站”形象惊艳重生，这一转变，绝

非仅仅是交通枢纽在外观上的华丽蜕

变，更是赋予了其更深层次的意义。

如今，传承红色基因、孕育绿色希

望，这里即将奏响一曲商业与文化融合

发展的壮丽乐章。

焕新·初启

12月7日至8日，2024商业桃花源共

建计划在嘉兴站启动，吸引了众多的商

业精英和行业专家。

12 月 7 日的玉玦茶会，将建筑和自

然做结合，用舞蹈和音乐都传递了人们

一个理念：该计划旨在打造一个独具创

新的商业生态体系。这里需要巧妙且深

度地融合商业发展、自然环境以及文化

传承这三大要素。

马岩松携其 MAD 建筑事务所为嘉

兴城市公共空间的未来发展形态打造了

创新性的想象空间，更为大体量生机盎

然的业态在此生根发芽奠定了基础。嘉

兴火车站作为一个独特的城市中心商业

地标，将持续地焕发出带有城市人文温

度的光芒。得益于嘉兴市产业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的全力支持，隐居度假也将持

续扎根于此，旨在将「翼次元·嘉兴 1921」
（暂定名）打造为理想中的商业桃花源。

「翼次元·嘉兴 1921」（暂定名）后续

的招商运营将导入多赢的商业模型，持

续吸纳有潜力、有实力、有创意的品牌，

倾力打造人文理想与商业活力兼具的共

生共赢体系，促进业态创新构建、融合共

生、有机更新。它不仅是连接旅途与生

活的公共空间，更是一处开放的、高品质

的、无边界的城市文旅度假目的地。以

“全方位情绪按摩的商业综合体”为核心

定位，「翼次元·嘉兴 1921」（暂定名）将场

景美学转化为情感优势，将车站的枢纽

流量转化为商业价值，以非标创意讲述

嘉兴故事，完成多向流量的循环转化。

50+知名学者、文旅专家、品牌创始

人，在初冬之时齐聚嘉兴站的玉玦广场，

提出一轮又一轮的绿色畅想。从“森林

中的火车站”到“我们的火车站”的进程

中，大家共同探讨有哪些商业模式能够

完成自我造血，在非标商业综合体的定

位下如何实现可持续生长，流量如何实

现有效转化，如何将主题内容嫁接至目

标消费客群等关键问题。到场嘉宾都从

各自所在的领域及经验出发，提出了从

场景打造、业态组合、运营管理等多个视

角的不同观点，让多元消费的融合、跨领

域的联结、奇思妙境的落地成为可能。

灼见·观点

“我们在一起，就会了不起”！

12 月 8 日的文化沙龙，嘉宾们打破

常规思维，合力共创，倾囊分享，现场的

每分每秒都创造着新的价值。在商域的

桃花源，在理想的语境中，历史的脉络正

长出新的根须。

◆周迓昕，二厂文创公园创始人。

提出文创与商业空间融合的独到见

解。他认为，嘉兴站的老旧建筑不应只

是岁月的遗留物，而应成为承载文化与

商业双重价值的载体。可以借鉴成功的

文创改造案例，以嘉兴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为根基，通过巧妙的设计与创意改

造，赋予这些建筑新的生命力。可以集

艺术展览、创意工作室以及小众品牌集

合店为一体，在保留建筑原有艺术特色

的同时，融入商业元素与文化创意，让消

费者在购物消费的过程中，能够沉浸式

地感受嘉兴独特的文化魅力，实现文化

传承与商业创新的有机结合，使其成为

嘉兴站商业发展中别具一格的文化名

片。

◆耿明，中国传统文化、大运河沿线

古镇规划评审专家。

以城市更新为切入点，强调了文化

传承与地域特色挖掘对于嘉兴站商业发

展的重要性。他指出，嘉兴拥有丰富且

独特的地域文化资源，像船文化、民俗节

庆等，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商业发展宝

藏。通过商业形式进行活态传承，不仅

能够吸引更多游客慕名而来，更能让这

些古老的地域文化在现代商业活动中焕

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增强嘉兴站商业

的文化辨识度与吸引力。

◆王森，美食专家、全国模范教师。

聚焦于美食与文化旅游协同发展这

一关键要点。在嘉兴站的商业规划中，

可以围绕美食构建一个完整的文化旅游

体验链条。比如打造美食文化街区，除

了汇聚各类传统的嘉兴特色美食店铺

外，还可以设立美食体验工坊，让游客亲

自动手参与制作嘉兴的特色糕点、小吃

等，在体验过程中深入了解美食背后的

历史故事、制作工艺以及所蕴含的文化

内涵。通过美食这一媒介，搭建起游客

与嘉兴文化之间的桥梁，吸引更多游客

驻足停留，在满足味蕾享受的同时，传播

嘉兴美食文化，带动周边商业的繁荣发

展，使美食成为嘉兴站商业与人文融合

发展的重要纽带。

◆李雪淞，北京红鹤集团创始人。

站在商业品牌塑造与营销的专业高

度，阐述了如何为嘉兴站的商业项目打

造独特且具有市场竞争力的品牌形象。

他强调，在当今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中，

嘉兴站的商业品牌需要精准定位与差异

化打造。结合嘉兴作为党的诞生地所承

载的红色基因以及“森林中的火车站”这

一绿色生态特色，为商业项目赋予独特

的品牌故事与价值观。

◆董清泉，方域生物联合创始人。

嘉兴站商业项目的成功离不开政府

在政策扶持、资源调配等多方面给予的

坚实保障和自身必须秉持鲜活且具有前

瞻性的理念。不仅要精准把握当下市场

的需求热点，更要以发展的眼光洞察未

来趋势，例如提前布局新兴消费领域。

同时，注重与各类专业投资机构、金融平

台的合作，整合多元资金渠道，为项目的

长期稳定发展提供雄厚的资金支撑。

◆胡罡，万宇翱翔投资管理/波轮联

合创始人。

他指出，嘉兴站的商业项目在投资

规划上要具备长远的眼光，兼具前瞻性

与可持续性。在选择投资项目时，必须

综合考量多方面因素，包括市场需求的

动态变化、嘉兴本地文化传承的契合度

以及自然环境保护的要求等。同时，要

注重商业项目之间的协同发展，通过合

理布局与资源整合，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提高嘉兴站商业的整体竞争力与抗风险

能力，确保商业投资能够实现长期稳定

的回报，推动嘉兴站商业可持续发展。

◆彭晓光，成都极限九项户外运动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

凭借在户外运动领域的丰富经验，

为嘉兴站的商业发展带来了户外冒险与

旅游融合的创新思路。

展望·共绘

展望未来，嘉兴站的商业桃花源共

建计划宛如一颗正在茁壮成长的参天大

树，充满了无限的生机与潜力，必将在红

色基因的引领和绿色希望的滋养下，绽

放出绚丽多彩的花朵，结出累累硕果。

◆董天姝，悦吾乡文旅创始人

她说，嘉兴站的文旅发展要注重游

客的体验感与参与感，打造沉浸式文旅

项目是关键所在。使嘉兴站成为一个集

文化体验、旅游观光、商业消费为一体的

综合性目的地。

◆黄罡，小沙女品牌主理人

她说，嘉兴站可以积极引入丰富多

样的文化艺术教育资源，成为文化的传

播平台。

◆乐剑峰，上海致力共通品牌战略

咨询CEO。

他说，嘉兴站的商业品牌要注重与

城市形象的协同塑造。同时实施精准的

品牌定位与行之有效的品牌传播策略。

◆赵井洋，上海迈迹文化总经理。

他说，要巧妙地将文化活动与商业

促销、品牌推广有机结合起来，实现文化

与商业的互利共赢，使其成为一个充满

文化魅力与商业活力的热门目的地。

◆吴中美，浙江共产党员杂志集团

副总编辑。

他说，在商业宣传与活动策划中，要

积极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嘉兴

地方优秀文化传统，提升嘉兴站商业的

社会形象与公信力，为商业的长期稳定

发展奠定坚实良好的社会基础，使商业

发展与社会进步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李剑锋，中国旅游景区协会专家。

他说，嘉兴站的文商旅融合发展要

注重系统性与协调性，在规划过程中，需

要全面统筹考虑商业布局、文化资源整

合以及旅游线路设计等多方面因素。

◆关良勇，嘉兴市产业集团党委副

书记、总经理。

他说，嘉兴的地方产业能够为嘉兴

站的商业发展提供坚实有力的支撑。反

过来，嘉兴站蓬勃发展的商业也将有力

地带动地方产业的升级与转型，形成产

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格局，促进嘉兴地方

经济的繁荣昌盛。

◆黄严，隐居品牌创始人，隐居度假

首席文化官。

作为这次商业共建计划的发起人，

她认为，嘉兴站商业桃花源共建计划的

核心在于“共建”。这并非是一方主导的

独角戏，而是汇聚各方力量的宏大交

响。要确保共建计划始终保持活力与适

应性，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持续发

展，最终实现嘉兴站商业、文化、社会多

方面的繁荣共生，打造出一个具有示范

意义的商业共建典范，为其他地区提供

可借鉴的成功模式与宝贵经验，让共建

的理念在更多商业文化项目中生根发

芽、开花结果。“让森林中的火车站成为

我们的火车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