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攸县酒仙湖畔，“沉浸国风盛会”“桐花女神评选”等活动精彩

上演。 受访单位 供图

借鉴烧烤“淄”味 培育多元“夜”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侯德怀

在这个“五一”假期，淄博旅游

订单同比增长 2000%，吸引众多城

市的文旅局长纷纷“赴淄赶烤”；淄

博文旅一封呼吁游客错峰出游的劝

退信，也在网上留下“格局打开了”

“唯有真诚得人心”的一致好评。

“网红”如何变“长红”、“流

量”如何变“留量”？如何让游客潮

玩体验新、走胃更走心？对于正在

致力打造“网红”城市、积极促进

夜经济发展的株洲，确实有许多

值得借鉴之处。

其一是善于“借题发挥”。“淄

博烧烤”的话题，其实是春节后淄

博团市委组织省内八所高校260余

名学子来淄体验，不少学生晚上去

吃烧烤，并在网络发布视频“炫

耀”，引发淄博烧烤在青年学子中

的滚动传播。淄博商务、旅游和宣

传等部门快速反应，敏锐抓住这一

热门话题，市政府专门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设立淄博烧烤名店“金

炉奖”、成立烧烤协会、开通多趟

“烧烤专列”、发布烧烤地图、举办

“五一”淄博烧烤节，仅用20天就建

起占地百亩的万人烧烤城，迅速将

线上流量转化为线下热度。

其二是开启“全城助力”。坚

持“全市一盘棋”，积极探索“烧

烤＋文旅”模式，打造集工农文旅

美 食 生 态 于 一 体 的 融 合 发 展 格

局，开通串联城乡热门景点的 21

条烧烤定制公交。全市居民彰显

热情友善本色，争当淄博文旅推

荐官与形象代言人，给予广大游

客“自家人”的贴心招待。看到烧

烤摊排队的人太多，一位淄博大

妈挨个给后面的游客送包子：“难

得来淄博，不能让饿肚子。”

其三是推崇“以诚待客”。坚

持用心用情答好城市服务这张考

卷，全方位打造“诚信淄博”品牌。

网上如此多与“淄博烧烤”有关的

视频与话题，却没有一例涉及短

斤少两、以次充好、哄抬价格。正

如有网友所言，在淄博吃烧烤，品

的不仅是烟火气，更是一座城市

所洋溢的温暖。政府细致服务、商

家诚信经营、市民热情好客，最终

形成游客自发推介、政府迅速反

应、市民主动维护的城市营销良

性闭环，这也是把“一时现象”变

成“一地品牌”的关键所在。

在 流 量 经 济 高 速 发 展 的 今

天，多年来一直是“钢铁直男”形

象的株洲，该怎样打造独具特色

的夜经济，开启自己的“网红”之

路？笔者认为，首先各级宣传、文

旅、群团组织等，要善于捕捉、借

助“总理出京首站调研为何是株

洲”“白关丝瓜飞向太空”“张译株

洲‘狂飙’”等网络热点话题，因势

利导，全方位宣传株洲，提升城市

的网络热度和关注度。

其次是要依托株洲的科技创

新基因，推动商旅文体融合，丰富夜

间消费的科技含量、文化内涵和新

潮体验。比如举办AR灯光秀、露营

节、夜场服饰秀等夜游节庆活动，打

造音乐岛、水岸风情街、桥下舞乐汇

等夜生活场景，拓展夜间健身、夜间

读书会、夜间沙龙等新业态，让城市

灯光秀多一些神农塔元宇宙发布这

样的“浪漫表达”，培育更为多元化、

差异化的夜经济生态，必将为提振

消费注入强劲动力。

“五一”假期，大量游客打卡古桑洲。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刘平 摄

醴陵炒粉节人头攒动。图片来源于“文旅醴陵”微信公众号。

神农谷景区在“五一”期间，举办舞龙、客家巡游等一系列民

俗文化活动。 受访单位 供图

“特种兵”撤离后
沙滩上能留下些什么？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李卉

2019年，1.6万名游客打卡古桑州，创历年新高。今年，古桑洲 5月 1日当

天就迎客 8000人，整个假期接待游客超 3万人……这个五一假期，热度已经

持续了 2个月的“淄博烧烤”更加烈火烹油。而 1300多公里之外的株洲，湘江

流域一座没有进行商业开发的宁静小岛古桑洲，居然也悄悄跻身市民们一

日游首选地点的第一梯队。

城市旅游，拼到底是人品

4 月，本报刊发了记者万宁撰写的《藏风得水古桑洲》（“湘江洲岛”系

列），“跟着诗词游株洲”栏目也以图文+短视频的方式，展现了千年时光流转

中，古桑洲这座小岛的变与不变。从读者留言中，我们可以窥见大家登岛的

初心——“不能被遗忘的原生态小岛”“种桑养蚕，时光缓缓”“采一把桑葚，

煮一条鲜鱼，炫一份桑叶煎蛋，又是心满意足的一天。”

或许你觉得，一座只住了60多户人家、未曾进行商业开发的原生态小岛与

鲁C淄博没有可比性。其实对于游客而言，出门在外最在意的无非是一份实实

在在的获得感（至少不坑），淄博物美价廉的烤串、价格亲民的酒店、贴心的接站

服务如此，古桑洲10元满满一盒的桑葚，百元左右的三菜一汤，也是如此。

难怪网友“城市旅游，拼到底是人品”的发言，获得了数以千计的点赞。

旅游业看似是一个科技含量不高、入门门槛很低的行业，却又是一个综

合要求最高的行业。见山见水，但不仅仅是山水，一个地方旅游业反映的，是

当地文化创新能力、公共管理水平的高低。

几年来，各地争相以短视频的方式展现美景，各地文旅局长也煞费苦

心，扮美扮飒甚至扮丑，来吸引网友的目光。但当我们点开网友留言单，“我

在这个城市坐过两次次出租车，两次都绕路”“一手（10 串）五花肉还不如淄

博两串多”“我刚开口还价，老板就骂我是穷逼”“一家人入园门票加餐费花

了 1200 元，结果各个项目排长队，一天下来只玩了两个，好想哭”类似的表

达，不知道会不会让镜头里的局长们感到一丝尴尬。

昨日，网友的神问又引发了热议——“这边交警全员上街疏导，同时喊

话，节日期间，轻微违法不记录。另一边，交警却展现雷霆手腕，在商业区安

装高清摄像头，一有违停马上罚款，不给提醒，不留缓冲挪车时间。”

孰是孰非，一言难定，可见公共管理这篇文章并不好写。

烤串火热背后有硬货

若说目前还养在深闺的古桑洲散发的是一份“无为而治”的恬淡气质，

那么热情好客的山东淄博则是举全市之力来办盛会、迎贵客。面对盛况，当

地旅游局长曾动情陈诉“淄博其实是挺心酸的一座工业城市……东边是青

岛，西边是济南……我们一直在努力寻找突破口……”

凭借丰厚的铀矿资源发家，淄博曾是北方重要的工业城市。但伴随资源

枯竭、产业转型、环保压力增大，淄博近年来大量关停企业，GDP 下跌，城市

人口流出。

在打造城市品牌，助推文旅发展方面，他们也曾迫切又迷茫——今年2月

13日，淄博市文旅局向全市文旅游业者发起动员令，会上19次提及“紧迫感”；

为了“抢客”，他们先后在潍坊、东营、滨州面向当地旅行社开了3场推介会。

没想到另一条平行时间线上，前来赴约的大学生们给了淄博被看见的机

会。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将“流量”变为“留量”，我们看到了淄博的真功夫。

今年 3月淄博烧烤登上抖音同城热搜榜后，当地迅速整合资源，一套组

合拳打得让外行叫好、让内行拜服——新增 21 条烧烤公交专线，提供青年

驿站“免费入住、半价入住”，推荐淄博三区五县最火烧烤店地图，筹办淄博

烧烤节，筹备淄博烧烤协会，开通“烧烤专列”，文旅局局长登车派送礼物；为

避免出现唐山烧烤摊打人事件，当地安排身高 1.85 米以上公务员穿西装接

站、特警现场持续维持秩序……让人不禁想打趣一句：“淄博的领导，你们真

是很会耶。”

风来之前，不妨想想这些问题

淄博此次的成功，始于烤串却不止于烤串。在货真价实的背后，是政府

极快的反应速度、极清晰的应对思路与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淄博政府借着

一把烤串，打出了一手好牌，他们用实际行动传递出一个声音，我们淄博不

但诚信好客，办事更是快稳准，对待烧烤、旅客如此，对待客商、项目亦如此。

470 万人口、4402 亿元 GDP 的淄博与 390 万人口、3616 亿元 GDP 的株

洲，都曾经历过同样的转型阵痛，都正处在升级的爬坡期。

红色、绿色、古色、工业文化、小众景点一样不落的株洲，既不缺打造城

市形象的雄心，也不乏乘风起而的实力。

只是，在等风来时，我们是不是可以问自己几个问题，流量真的越多越

好吗？风来了之后，我们能不能顺利接招，如何避免反噬？能不能把流量变

现，让短期热度成为长期效益，当“特种兵”们撤离之后，真正吸引来的人才、

落了地的项目能有多少？

如何像淄博一样擦亮株洲的城市名片，思路和对策就藏在这些思考之中。

洞见

株洲日报全媒体记者/温琳

一把串，带火一座城——说

的便是淄博烧烤。

全国吃烧烤的地方那么多，

凭什么一座“老工业”城市可以另

辟蹊径成为新晋烧烤“顶流”？同

为 工 业 之 城 的 株 洲 从 中 有 何 借

鉴？下一匹“黑马”会是株洲吗？

淄博烧烤打的是“用心牌”

今年 3 月，抖音上“大学生组

团坐高铁去淄博撸串”这个话题，

登上抖音同城热搜，引发各路美

食达人去打卡，掀起第一波走红

高潮。

之后，淄博烧烤陆续不断被

各路大 V 跟踪挖掘，美食博主“B

太连”连续测评淄博烧烤，发现

这儿不仅不缺斤少两，淄博人还

异常实诚，让淄博烧烤再度流量

大爆炸，一炸炸到五一假期。以

至于有网友说，淄博上次这么热

闹，可能还是在 2000 多年前的齐

国时代。

其实，3 月初，大学生不仅组

团去淄博吃烧烤，他们还去了泰

山和千佛山，还在青岛小麦岛看

日落和大合唱……山东多处知名

景点被大学生的周末旅游团给挤

爆了。为什么只有淄博烧烤最火

爆呢？诸多网友的评价直指一个

核心：淄博烧烤打的是“用心牌”。

可以说，淄博市一直以来对

当地文旅产业的重视，夯实了此

次对网络热点“教科书般”应对的

基石。

淄博烧烤火爆之前，淄博在

打造烧烤品牌上不遗余力。从央

视的《和为淄味》、山东卫视的《至

味山东》到哔哩哔哩的《人生一

串》，近年来淄博烧烤频繁露脸，

给广大网友和美食爱好者留下了

深刻印象。

此次，政府、商家、市民为了

淄博的荣誉而战的努力，全城上

下齐心，实实在在为外地游客着

想和服务时，淄博烧烤这块“金

字招牌”在网络时代焕发出新的

光彩。

淄博这座三线工业之城也给

全国提供了一个样板：当现象级

流量与一座城市发生碰撞，淄博

牢牢抓住美食这个流量入口，立

足地方特色，不懈练好内功，扎实

把服务做优做细，再加上短视频

和社交媒体发挥助燃效应，及时

有效把握住了这波流量带来的难

得发展机遇。

下一匹“黑马”会是株洲吗？

淄博烧烤的火爆，给很多希

望“出圈”的三四线城市带来启

示：高水平的城市治理不仅造福

民生，和经济发展也是相辅相成

的。同为老工业城市的株洲，能否

成为“下一个淄博”？

无论是自然资源、人文历史

还是时尚元素，株洲都有可圈可

点之处。

炎帝神农氏在此开创了灿烂

的农耕文化，这里曾发生过朱毛

首晤、连队建党、湖口挽澜、重上

井冈山等重要历史事件，这里也

诞生了中国工业史上 340 多项第

一……

此外，晴溪庄园、花溪老屋、

清水塘印象、隐溪别院、官庄渔村

等网红店，一院一景。株洲也有不

逊色于淄博烧烤的特色美食，炎

陵黄桃、仙都酱板鸭、醴陵小炒

肉、攸县米粉、石峰田心猪脚……

样样让人垂涎欲滴。

最近几年，作为株洲不乏出

圈时刻。

3 月 21 日至 22 日，李强总理

履新后的首次出京调研，直奔湖

南，首站株洲！株洲借此机会喊话

全国：“住株洲的房子、拿一线城

市的工资、干全球的事业”。

今年，电视剧《他是谁》的热

播，也让作为取景地的株洲，兴起

一股打卡电视剧拍摄地的热潮，

一度在全国形成话题。

在“五一”前夕，株洲各地主

动拥抱流量，策动全市上下共同

去推动文旅升温。

在醴陵，首届醴陵炒粉节火

爆登场，万人同吃醴陵粉、万声同

唱醴陵谣、万元国瓷醴相送、万户

共赏烟花秀、万家燃放加特林等

游乐活动轮番上演，精彩纷呈；在

攸县酒仙湖畔，第六届油桐花节

拉开帷幕，“沉浸国风盛会”“桐花

艺术展”“桐花女神评选”“桐花露

营美好生活节”等活动持续精彩

上演；在株洲城区，街头艺术站里

各种精彩节目轮番上演，街头艺

术之花开满株洲大街小巷……

这些点点滴滴的出圈，持续

刷红同城热搜，也引爆株洲“五

一”假日文旅市场，在 5天假期里，

株洲接待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

140多万人次。

其实，株洲不缺成为网红的实

力，然而要打造爆款，需要更进一步

塑造文旅品牌、打造个性 ID、做强

文旅服务，积极为城市发展引流蓄

能，才能搭上网络的“春风”，打响

“神农福地 制造名城”的城市品牌。

观察

观点

淄博火了，下一匹“黑马”会是株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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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一时现象”变成“一地品牌”
——淄博现象的株洲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