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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里屯、上海南京

路、成都春熙路⋯⋯每座城

市都有这样的时尚地标，潮

店云集、产品荟萃，总是充满

时尚魅力与无限活力。每隔

一段时间，从潮流服饰品牌

到特色餐饮店铺，从高端美

妆到创意生活方式小店，这

些地标总会有一批新的商业

形态“冒”出来，在不经意间

完成迭代更新。

这 种 现 象 有 个 专 业 名

词：首店经济。在此基础上，

衍生出首发经济，是企业发

布新产品，推出新业态、新模

式、新服务、新技术，开设首

店等经济活动的总称；涵盖

企业从产品或服务的首次发

布、首次展出到首次落地开

设门店、首次设立研发中心，

再到设立企业总部的链式发

展全过程。

一家家首店接连绽放魅

力的背后，蕴藏着商业法则

的精髓——不断创新。商业

头脑碰出智慧火花，用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不断给人们带

来 惊 喜 ，也 让 城 市 多 姿 多

彩。改革开放以来，越来越

多品牌正是在开设首店获得

成功后，一步步登陆中国庞

大 的 市 场 。 它 们 从 首 店 开

始，在几何式裂变为百店、千

店、万店的同时，也带来了连

锁经营、供应链等现代化商

业理念，带来了多元消费文化。于是，一大

批中式连锁餐饮品牌逐渐如雨后春笋般生

长起来，为历史悠久的餐饮业注入了新的

活力。

不仅是餐饮业，越来越多首店的涌现，

潜移默化地推动着各行各业

不断升级——不仅丰富了大

众的日常“菜单”，让我们不

必跋山涉水就可以尝遍世界

各地美食、接触到全球顶尖

产品和服务，而且还创造了

就业、拉动了内需，使市场焕

发出蓬勃生机。

当下，如何激发消费活

力是个重要课题，首发经济

被寄予厚望。从经济学角度

来看，首发经济可以带来“鲇

鱼效应”，即通过外部刺激来

激发内部活力。比如，某品

牌 首 店 全 新 的 店 面 设 计 理

念，极致的服务体验以及当

季最新款的产品系列，会激

发同行互相比学赶超、争奇

斗艳，搅动商业“一池春水”。

同时，大量国内外品牌

首店扎堆，可以共享庞大的

客流量、优质的商业配套设

施 以 及 浓 厚 的 时 尚 文 化 氛

围，提升商业街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产生集聚效应，进

而推动更多新产品在这里发

布，更多首店、首展在这里落

地，形成良性循环。

当然，发展首发经济也

要警惕“边际效应递减”。比

如，有些城市一味地追求首

店数量，引进的品牌同质化

严重，都是千篇一律的快时

尚 品 牌 或 者 常 见 的 餐 饮 连

锁，时间一长，消费者热情就

会逐步“降温”。所以，“首店经济”“首发经

济”不是简单重复、泛化、蹭热度，只有注重

品牌的创新性、多样性，挖掘那些真正有特

色、能给消费者带来全新体验的首店，才能

打造持续竞争力。

驱 车 驶 入 河 北 邯 郸 市 峰 峰 矿

区，各式各样的磁州窑元素令人目

不暇接：高 9.9 米、重 36 吨的巨型磁

州窑牡丹纹梅瓶雕塑；成为新地标

的“丝路长歌”大型山体浮雕；装饰

元 宝 山 隧 道 的 磁 州 窑 经 典 白 地 黑

花 缠 枝 纹 样 ⋯⋯ 更 不 必 提 街 巷 里

用 磁 州 窑 笼 盔 垒 砌 而 成 的 沧 桑

古墙。

磁州窑因古属磁州而得名，宋金

元时期达到鼎盛，是我国著名的民窑

体系，在民间影响广泛，历经数千年

未曾断烧。其装饰技法分为黑釉刻

划花、白化妆刻划花、白底黑绘、剔

花、红绿彩等，具有端庄古雅又天真

质朴的美感。2006 年，磁州窑烧制

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磁州窑烧制技艺国家级代表性

传承人刘立忠出身于陶瓷世家，常戏

称自己为“玩泥老汉”。已至耄耋之

年，刘立忠依然精神矍铄，谈笑风生

间手下运笔如飞，勾画点染，大写意

线条酣畅淋漓，约莫 10 分钟，就在 50

厘米高的素坯上彩绘出一幅生机盎

然的《荷花鱼戏图》。

“磁州窑工序繁杂，原料、采集、

拣选、加工等总共有 72 道工序，而且

每道工序还有更细的划分。”刘立忠

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磁州窑艺术的

挖掘、整理、研究与创作。在他的影

响下，两个儿子也先后投身于磁州窑

事业。他的梦想是让磁州窑窑火生

生不息传承下去，让千年磁州窑活出

“年轻态”。

另一位磁州窑烧制技艺国家级

代表性传承人安际衡毕业于中央美

术学院，创建的大家陶艺有限责任公

司被授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生

产性保护示范基地。秉持“艺术生活

化，生活艺术化”的设计理念，公司开

发出磁州窑仿古瓷、装饰瓷、陶艺茶

具、餐具等系列产品 1000 余个品种，

深受广大消费者喜爱。安际衡说：

“磁州窑艺术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

给了我很多启发，从中看到了中国优

秀的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也让我更

有信心传承和发扬这门技艺。”

“我们已连续 5 年举办磁州窑陶

瓷技艺和文创大赛，2024 年，我们还

举办了首届‘成语邯郸·瓷韵无限’文

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暨青少年陶瓷

技艺比赛，推动开发既具磁州窑特色

又符合当下审美的文创产品，实现陶

瓷产业与文旅产业的深度融合。”峰

峰矿区副区长武文强说，目前全区共

有日用陶瓷生产企业 36 家，工业陶

瓷生产企业 5 家，艺术陶瓷工作室 41

家，产业链关联企业 100 余家，年产

值 5.23 亿元。

为了保障磁州窑文化长远发展，

当地还将继续积极引进海内外陶瓷

企业来投资建厂，大力发展陶瓷生

产、包装、贸易、物流等配套产业集

群。彭城镇上的磁州窑艺术街区，过

去是当地人眼中的“邯郸陶瓷七厂”，

如今在保护利用陶瓷工业遗产的基

础上，被打造成集商贸、餐饮、休闲、

众创等功能于一体的商业旅游综合

街区。

千 年 磁 州 窑 ，窑 火 不 熄 ，历 久

弥新。

首发经济增添城市魅力

杜

铭

磁 州 窑 里 话 传 承
王墨晗

辛庄故事

韩秉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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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诸多含“庄”的地名，辛庄

便是其中之一。位于昌平区兴寿镇

东部的辛庄村，近几年以其独特的生

活气息和人文环境，让来访者从初见

的平淡中拾得一份惊喜。

教育启蒙、农业复兴、生态艺术、

创新创业⋯⋯辛庄呈现了诸多自然、

人文与梦想交织的故事，也因此成为

北 京 市 首 批“ 百 千 工 程 ”示 范 村 之

一。在这里，城市要素与乡村资源、

现代文明与农耕文明不断汇合、结

合、融合。

创意，观念和人

在辛庄村中心，一家名为“云朵

朵厨房”的素食面包店，成为绿色生

活 的 象 征 。 门 帘 上 印 着“ 不 急 ”二

字，似乎凝聚了辛庄人独特的生活

哲学——慢下来，与自然同频共振。

走进房间，仿佛置身于一个迷你

植物园。茂盛的绿植与木质家具相

互映衬，一株鸭掌木向着门口生长，

像是在迎接客人的到来。

创始人张盛环一边端出新出炉

的面包，一边跟客人打着招呼。她

说，店内的面包不添加任何反式脂

肪酸，主打健康饮食。

“前任租户说，房间里养啥植物

都养不活。我不信邪，偏挑了难养的

热带蕨类植物。奇妙的是，食材与植

物在这里和谐共生。”张盛环说。

店 里 ，一 处 手 写 的 卡 片 吸 引 了

记者的注意——“悉新于辛。辛者，

言万物之新生，故曰辛。”这是张盛

环对“辛”字的理解，也是她放弃城

里工作，选择在这个小村庄创业的

初衷。

“乡村振兴不应只由资本主导，

也不是让村民搬离、留下空壳的特色

小镇模式，而是要让人真正回归土

地，回归生活。”张盛环说，“云朵朵厨

房”面包所使用的草莓来自附近村民

的 果 园 ，几 名 员 工 也 是 辛 庄 村 的

村民。

与张盛环一样，在辛庄村，一些

创业者把手作艺术融入乡村经济的

脉络中。礼物手作坊就是其中的代

表。这家手作坊由夏宜室、郭啸石、

李赛鹏 3 名主理人共同

创建。夏宜室从事幼儿

教育多年，习练瑜伽，平

时喜欢木头和泥巴，得

闲时喜欢染布；李赛鹏

擅长木艺创作；郭啸石

则是一名职业雕塑家。

足够的生活经验，一闪

而过的创意，还有对每一块木

头物尽其用的追求，让他们三

人决定相约做点事情。

走进木工坊内，锯片切

割木材“吱吱呀呀”的声

音 此 起 彼 伏 ，锤 子

敲 击 钉 子“ 叮

叮当当”

声清脆回响。阳光透过窗户洒在工

作台上，微微浮动的木屑像是空气中

悬挂的细纱。郭啸石熟练地握着刨

子，迅速推过木板，带起一道细长的

木屑卷，锯末随手拂落在地，空气中

弥漫着淡淡的木香。经过一整天的

忙碌，一个温润细腻的木质吧台初见

雏形。

“ 取 名 礼 物 ，有‘ 礼 敬 物 品 ’之

意。就像你的到来，对我们来说就

是一份礼物。”夏宜室说，做工作室

的初心，就是希望更多人来深度参

与生活。“就像现在手里拿的筷子，

是我花 3 个小时磨的。试想一下，如

果生活中的筷子、椅子、桌子由家长

和孩子一起制作，是不是可以促进

和谐的亲子关系？”

辛庄村的创客，大多有一个共同

的身份——学生家长。2012 年，辛庄

村委会放弃高价租地建庄园的短期

利益，引进以自然教育为理念的“向

上学校”，将教育与乡村发展紧密结

合。学校“尊重自然、回归土地”的教

育理念，吸引大批城市家庭走进这片

朴实的土地。这群高学历高收入的

学生家长常年在村里生活、创业，将

所 学 的 知 识 、创 意 和 观 念 带 入 了

辛庄。

随 着 村 里 人 气 越 来 越 旺 ，提 升

人居环境的需求变得越来越迫切。

2016 年 3 月，杨婧、唐莹莹等 7 位妈

妈组成“净公益”环保小组。同年，

辛庄村全面启动实施垃圾分类。不

见垃圾堆放点，也不设置垃圾桶，全

村各户将家中的厨余垃圾放一桶、

生活垃圾放一桶、有毒有害垃圾放

一箱、可回收物品放一箱，实现垃圾

不落地。“两桶两箱分类法”，走在了

北京市乃至全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

的前列。

“辛庄因环保而兴，又乘了美丽

乡村建设和‘百千工程’示范村的东

风，焕发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志水说。

烟火气里的振兴

乡村振兴，不仅是经济振兴，更

是文化传承与情感重塑。在辛庄，新

村民和老村民的生活不是两条平行

线，而是深度融合、共同发展的活力

共生体。新老村民的生活彼此交织，

纽带愈加紧密。

每逢周末，市集是辛庄人气最旺

的地方。游客的笑声与摊主的叫卖

声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幅充满生机的

乡村画卷。尤其是节假日或二十四

节气，辛庄村更会举行各类庆祝活

动——春踏青、夏消暑、秋品果、冬

扬 雪 ，节 日 气 氛 热 烈 而

温暖。

去年

冬 至 ，

村口的百家宴热闹非凡。长桌上摆

满鸡蛋韭菜、猪肉白菜等各种饺子馅

料，游客和村民共同参与。“冬至吃饺

子是咱们的老传统，不尝尝算是白来

了 ！”村 里 的 老 人 们 热 情 地 招 呼 着

游客。

百家宴一摆，百家成一家。辛庄

人的热情好客，辛庄村的和谐共融，

都在这百家宴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临近百家宴的创客街上，乡村的

自然美景与现代艺术的气息交织在

一起。墙上的涂鸦，路边的雕刻，每

一步都有惊喜。亲子课堂、木艺 DIY

工作坊、特色咖啡厅等创意小店藏在

每个角落，给村庄增添了无限魅力和

探索的乐趣。

走进集市深处，一家“心迪咖啡”

映入眼帘。充满现代感的外观，使其

在拥挤的集市中也很容易被发现。

咖啡馆的女主人叫董艳华，村里

人都叫她心迪。她带着对生活的呼

唤和对社区氛围的感悟，选择在这里

开起“村咖”。

最初只是想提供一个大家可以

聚集、交流的地方，一个能够放松身

心的空间。”董艳华相信，一杯咖啡、

一段对话，可以打破生活的隔阂，让

人们互相温暖。她的“心迪咖啡”不

仅是一个生意项目，更是新老村民共

同参与的文化交流场所。她说：“辛

庄的魅力在于‘附近’的力量，人与人

之间的情感流动和互动，让生活充满

温度。我希望人们说起辛庄，不仅仅

是‘京郊的小大理’，而是辛庄本身，

一个让每个人都感受到美好与舒适

的地方。”

在辛庄村的“骑遇记·能量加油

站”门前，一辆改装过的房车引人注

目。透过开放的车窗，咖啡的香气扑

面而来，浓郁的奶泡在咖啡师灵巧的

双手下变幻出创意图案。小院里停

放着各式各样的骑行专用自行车。

无论是骑行新手还是资深爱好者，都

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座驾。

“‘ 骑 遇 记 ’是 为 骑 行 爱 好 者 提

供休憩、能量补给、简餐、智能助力

车租赁以及装备整修服务的地方。”

驿站主理人蔡元湘说，通过提供科

技感十足的自行车租赁服务，“骑遇

记”吸引了大量骑行游客，而村民们

也从中受益。驿站前，村民们可以

售卖本地土特产、手工艺品，借助骑

行驿站的流量，又可以找到新的商

业机会。

截至目前，辛庄已有 80 余家创

客。在多元业态带动下，到访村子的

游客量大幅增加，带来了丰厚的经济

收益和文化交流机会。而这一切，正

是源自扎根土地、连接

彼此的“附近”力量。

草莓与梦想

“环境好、人才聚、村庄兴”，深藏

其中的兴村密码便是开放、包容、融

合。这种开放与包容，不仅体现在

村子内部的转变，也体现在与周

边村庄的协同发展。

兴寿镇因优质草莓产业而

被誉为“京郊草莓第一镇”，辛

庄 村 便 是 其 中 的 佼 佼 者 。 20

多年前，辛庄村开始尝试规模

化种植草莓，如今种植面积已

达 300 余亩，品种包括红颜、粉

玉 等 百 余 种 ，成 为 乡 村 振 兴 的

“莓”好样板。

走进辛庄村草莓产业园草莓大

棚，模样喜人的红颜草莓散发出浓郁

香气。“科技让草莓‘身价倍增’。”辛

庄村驻村第一书记王锋说，辛庄草莓

的种植已经实现标准化、智慧化、规

模化生产，草莓大棚内安装了许多设

备，实时采集室内的温度、湿度等数

据。目前园区涵盖 90 多个品种，果子

个头大、口感好。

辛庄村主动寻求与周边村庄的

协同发展，逐步构建区域性生态经济

圈，通过共享资源、品牌联合的方式

推动区域经济整体提升。邻村

西新城村依托辛庄的经验，不

仅 发 展 创 办 自 己 的 草 莓 庙

会，还开辟各种主题特色餐

饮，打造乡村旅游新亮点。

草莓产业的崛起为包

括 辛 庄 村 在 内 的 兴 寿 镇

带来巨大经济效益，但更

重要的是为村民带来思

想上的转变。“在这里，

草莓不只是水果。”位于

西新城村的鑫城缘果品

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崔天

鋆说，合作社在辛庄模式

的启发下，探索“农业+旅

游+文创”的多元发展模式，

打造集采摘、科普、体验于一

体的草莓产业园。每年辛庄及

周边村庄通过草莓采摘等活动

吸引上万名游客的到来，村民收入

水平显著提高。

随着辛庄模式持续深化，昌平区

正 在 全 区 范 围 内 推 广 这 套 成 功 经

验。根据规划，昌平区将在兴寿镇打

造“莓好山水兴寿示范片区”，以辛庄

为核心，整合周边 4 个提升村的资源，

形成草莓产业、文创旅游、教育康养

等多元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到

2026 年底，这里将呈现一批“小而精、

美而特”的现代化京韵美丽乡村，成

为北京乡村振兴的标杆区域。

“ 草 莓 田 里 写 诗 ，垃 圾 桶 旁 说

梦。”让土地孕育更多甜美梦

想，这便是辛庄村讲

述的故事。

图图④④ 周末的辛庄市集周末的辛庄市集，，吸引了众多游客吸引了众多游客。。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摄摄

④④

图图①① 辛庄集市上售卖的草莓辛庄集市上售卖的草莓。。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韩秉志韩秉志摄摄

①①

图图②② 在辛庄礼物手作坊在辛庄礼物手作坊，，孩子们孩子们

在体验木工制作在体验木工制作。。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图图③③ 辛庄村内辛庄村内，，随处可见充满创意的随处可见充满创意的指指

示牌示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