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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南方小土豆”带火东北冰雪游。
冰雪大世界官宣开园当天，网络售票瞬

间过万；哈尔滨洗浴中心爆满，被网友戏称是
“南泥北运”；哈尔滨江边、早市、菜市场也被
穿着浅色羽绒服、戴着可爱帽子的南方朋友
们“攻占”；百年老街中央大街马迭尔冷饮厅门
前，游客们冒着严寒也要尝一口奶香味十足的
马迭尔冰棍……据统计，元旦期间哈尔滨游
客量与旅游总收入达到历史峰值，旅游总收
入超 59 亿元。

贵州“村超”、“进淄赶烤”的热度刚过不
久，“尔滨”又成为了新秀，网红城市掀起一波
又一波的旅游热潮，背后究竟有何流量密码？

新媒体平台
使城市火速出圈成为可能

元旦前夕，哈尔滨文旅各平台账号就推出
了一系列短视频进行冰雪旅游宣传。其中，太
平国际机场空姐跳舞迎客，商场内交响乐团表
演，鄂伦春族同胞带着驯鹿现身街头与游客互
动等内容，一经发布就登上热搜，哈尔滨由此
吸引了全国的目光。

来自广西南宁的 11 个萌娃到东北研学第
一天，就因为统一身穿橘红色的羽绒服和帽
子，整齐划一队形迅速在网上蹿红，被网友戏
称为“广西‘小砂糖橘’勇闯哈尔滨”。

1 月 4 日，哈尔滨有关的词条刷屏热搜榜
单，外地游客乐不思蜀，本地游客“调侃”不停，
与哈尔滨有关的话题，在社交媒体平台掀起一
波又一波的讨论热潮。

政府支持与筹备功不可没

前有淄博开设“淄博烧烤”专列、定制烧烤

公交专线，后有“尔滨”把交响乐演出搬进商

场、在松花江上放热气球、把冰雪大世界变成

“蹦迪现场”……政府“花式宠游客，什么好东

西都往外掏”的种种举动，让当地人直呼：“尔

滨，你让我感到陌生！”

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何

晶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哈尔滨这个冬天的火

爆其实不是偶然的，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了。

据哈尔滨日报报道，针对南方游客登机前

着装较少，落地后有换装需求，哈尔滨太平国
际机场对机场更衣室进行扩容，将更衣室从原
有的 20个增加至 32个。

人文底蕴和特色旅游资源
被充分挖掘

哈尔滨本地人也加入了花式宠游客的行
列，他们有的开自家车免费接送，有的说话都
成了夹子音。“不下馆子不洗澡，不开破车满街

跑，要有游客来问好，还给免费当向导”等风趣
话语广为流传。

哈尔滨极具特色的冰雪资源具有唯一性
和稀缺性。一方面，北京冬奥会吸引了大量冰
雪文化的爱好者，今年冬季又是疫情后首个完
整的冰雪旅游季，此前压抑的热情和需求被充
分释放。另一方面，哈尔滨在很多冰雪资源、游
玩项目例如冰雪大世界、冰雕技艺等方面在全
国首屈一指。

哈尔滨能否接住这“泼天富贵”？

旅游城市游客暴增，十分考验城市文旅方
面的接待和反应能力。

在开园首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曾因“排队
时间长”、“管理能力不足”等原因而遭遇“退票”
风波。不过园方及时给游客办理退票，哈尔滨市
文旅局领导赶赴现场督导，公开致歉连夜整改。
这不仅安抚了游客情绪，还为园区增添了口碑。

随后，从推出免费往返的“地铁摆渡票”到
增设游客温暖驿站，从提升餐饮和住宿行业服
务质量到建立处置问题“不隔夜”机制，“冰城”
游客逐渐增多，相关部门的服务也日益细致入
微。把出现的问题放在“显微镜”下研究、解决，
努力兑现承诺，成为冰天雪地中吸引游客到
来、给游客以温暖的另一道“好风景”。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韩
元军认为，旅游目的地普遍存在三至五年的热
度周期，国内其他冰雪旅游市场也在快速崛
起，可能之后哈尔滨的火热程度不如今年，但
热度不会退却。哈尔滨只有通过不断的更新产
品、完善服务，才能吸引游客二次甚至多次打
卡，延长热度，持续出圈。

（据央视网、潇湘晨报等）

1月 5日，游客在松花江冰雪嘉年华游玩。 新华社记者 王松 摄

从淄博到哈尔滨 城市爆火有何流量密码？
冰城火

“滨子”是个实在人！
新华社记者 田宇

一块冰的文章能做多大？去年 12 月 18

日，第 25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迎客；今

年 1 月 4 日，第 35 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雕

比赛闭幕；5日，第 40届中国·哈尔滨国际冰

雪节开幕……连日来，冰城格外火，哈尔滨

在网上先被大家称为“尔滨”，后来有人干脆

直接亲切地叫它“滨子”。这个元旦假期，哈

尔滨累计接待游客超 300 万人次，实现旅游

总收入近 60 亿元。为什么能有这样好的收

益？因为我们的“滨子”是个实在人。

家里来客了，大多数还是从南方远道而

来的，“滨子”是怎样招待的？冻梨可以切片摆

盘，豆腐脑可以放糖；担心游客滑倒，中央大

街地下通道就铺上地毯；市政府要求宾馆酒

店经营企业珍惜“出圈”机遇，不盲目涨价……

一连串举措让人们感受到，“滨子”的厚道和

实诚是体现在方方面面的。有想法、有办法，

实实在在地把客人当成自己家人，就赢得了

一致好评。

冰天雪地一直是东北的特色名片，但为

何这次哈尔滨能成为“滨子”？固然新冠疫情

防控转段，人们的出游需求得到极大满足。

但我们更要看到，为吸引游客、做火冰雪经

济，哈尔滨下足了功夫。曾经，雪乡趁旅游旺

季也有宰客、价格高、服务差的问题；就在这

届冰雪大世界开幕的第一天，有的游客也因

排队时间过长，要求退票。对这些批评，“滨

子”听进去了，整改也真改，从游客的情绪中

认真分析他们到底需要什么，努力把“宾至

如归”做实做细。

刚刚过去的 2023 年，“村超”“村 BA”带

火了贵州黔东南，比赛现场座无虚席；多少

人到山东淄博“进淄赶烤”“一串难求”……

这些同样体现着多彩贵州和好客山东的实

在，彰显着开拓做强文旅市场的决心。

城市旅游热度，取决于对待游客的温度

和服务的力度。真诚迎客、认真待客，就能聚

拢人气、守住城市的热度。各行各业凝聚共

识、相向而行，为了同一个目标，从城市保障

到消费服务，从经营主体到普通市民，相互

补台，这就是在为消费助力增温。

有人说，“这个冬天的火爆并非偶然，哈

尔滨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旅游产业具有

季节性，淡季却可以转换为旺季，给游客们

更多惊喜。每个城市都有吸引人的独特风

景，但凭着真诚实在擦亮名片应该成为共同

的追求。我们乐见“滨子”的实在劲儿能感染

更多城市，为文旅市场加速复苏，再添一把

火、带来新气象。

新华时评

据中新网1月5日电 “在中国，不可思议的
冰城哈尔滨——气温可降至零下 35摄氏度——
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英国《每日邮报》1 月 4
日这样报道称。

值得一提的是，有分析指出，报道标题里
的“brrrrr”，按照《柯林斯字典》的解释，可以用
来形容人冷得发颤，同时似乎也化用了谐音梗

（Raise the bar），以此来称赞哈尔滨“拉高了旅
游景区的标准”。

事实上，过去的元旦假期，这座位于中国
东北的冰雪城市，不仅在国内持续走红，外国
网友也纷纷表示，想去哈尔滨这个神奇而美丽
的地方！

游客蜂拥而至“尔滨”爆火出圈

给冻梨精致摆盘、把交响乐演出搬进商
场、鄂伦春族同胞被请出来表演驯鹿……连日
来，哈尔滨各种花式“宠粉”，直接把旅游体验
感和氛围感拉满。

与此同时，“广西小砂糖橘”等多个话题持

续刷屏热搜榜，让“冰城”哈尔滨，成为这个寒
冬里的新晋“顶流”。

除了在国内热度居高不下，哈尔滨的火爆
旅游，也吸引了路透社、《每日邮报》和新加坡
亚洲新闻台（CNA）、《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等
多家外媒的关注。

路透社报道称，元旦假期期间，哈尔滨吸
引了创纪录数量的游客，不少人被哈尔滨宏伟
又精致的冰雕所吸引。这些冰雕是用取自松花
江上的冰块建造而成，每当夜幕降临，它们被
耀眼的灯光一一照亮。

报道还注意到，为了吸引游客，哈尔滨推出
了音乐演出、主题公园、烟花表演等各种各样的
活动，并且改善了餐饮、住宿和购物等服务。

好玩又实惠的活动令人眼花缭乱，游客们

怎么会不爱呢？报道援引中方媒体的数据指
出，元旦期间，哈尔滨市累计接待游客 304.79
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59.14 亿元，游客接待
量和旅游总收入全面赶超 2019年同期。

《每日邮报》还援引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
厅的数据显示，全省累计接待游客 661.9 万人
次，同比增长 173.7%；旅游收入 69.20 亿元，同
比增长 364.7%。

“被震撼到语无伦次！”
他们也期待去哈尔滨

“绝对值回票价！被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震撼到

语无伦次了，尽管摔了一跤，也不影响我的兴奋。”

哈尔滨旅游热潮，也吸引了不少外国朋友。
日前，英国博主“Barrett 看中国”就在社交媒体

上，发布了自己前往哈尔滨旅游的体验视频。
视频中，当各式各样的冰雕映入眼帘时，

博主“Barrett 看中国”直呼，“太酷了！我不敢相
信这一切都是用冰建造的！这太疯狂了！”

同样对哈尔滨充满兴趣的还有美国人上
官杰文。他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张自己
头戴帽子身穿大衣的照片，配文说，“准备几周
后去哈尔滨。新外套送来了。”

新西兰媒体人安柏然也在社交媒体上图
文并茂地介绍了哈尔滨的旅游热潮。对此，有
网友在其帖文下评论说，“看上去是个很棒很
受欢迎的地方。这绝对在我的清单上。”

还有网友评论说，“中国冬天最热的地方，
不是海南岛，而是黑龙江哈尔滨，尽管那里的
气温会达到零下 40摄氏度。”

有网友表示，“如果我能去中国，我很想去
那里。我大学时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来自哈尔
滨。我们聊过这个地方。”

还有不少网友感叹说，“神奇而美丽的地
方。”“我很想去那里。”

哈尔滨火到国际媒体上了
多国网友：被震撼，想去！

史话

白居易（公元 772 年－846 年），字乐

天，号香山居士，又号醉吟先生，祖籍太原，

到其曾祖父时迁居下邽，生于河南新郑，是

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白居易与元稹

共同倡导新乐府运动，世称“元白”，与刘禹

锡并称“刘白”。

唐朝贞元年间，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

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

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里打官司。为了能打

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

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而李财主则命长

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

银子送到县衙。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

吩咐手下贴出告示，第二天公开审案。

第二天，县衙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

姓 。白 居 易 升 堂 后 问 道 ：“ 你 们 哪 个 先

讲？”赵乡绅抢着说：“大人，我的理（鲤）

长，我先讲。”白居易沉下脸说：“什么理

长理大？成何体统！”赵乡绅以为县太爷

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大人息怒，小

人是个愚（鱼）民啊！”白居易微笑着说：

“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

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来人，把贿赂之

物取来示众。”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

子，听审者一片哗然。白居易厉声喝道：

“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

法各打四十大板！”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

贫苦百姓了。

据《山西青年报》

白居易秉公执法，怒打行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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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烈士谭天民
林晚同

1950 年 4 月的一天，毛泽东在北京收到从

湖南湘乡县寄来的一封信，信上说：“谭天民是

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茶

陵被杀害。”毛泽东读了这封信，心情非常沉痛，

于 4月 19日给烈士亲人亲笔写了一封回信。

信上说的那位革命烈士谭天民，是毛泽东

家乡韶山冲的一位老乡，又是早期在韶山冲一

起组织农民运动的革命同志。

谭天民，1907年 12月 19日出生在湖南省湘

乡县湘西乡(今属韶山区韶山乡)一个贫苦的农

民家庭。谭天民从小就喜读好学，成绩优异。

1923 年，他在长沙兑泽中学毕业后，在韶山如

意乡小学和湘潭复兴中学教书。后来，他又转到

本地董氏族校当教员。

1925年 2月，毛泽东和杨开慧回到韶山，一

边养病，一边开展农民运动。时任湘西乡学联负

责人谭天民，在农民群众中有一定的威信和组

织能力，毛泽东非常重视他，对他进行马克思主

义教育，因此谭天民很快成为毛泽东从事农民

运动的骨干。

1925 年 6 月，毛泽东在韶山冲自家的阁楼

上主持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同年

秋，18 岁的谭天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共

韶山支部中年龄最小的党员，还分管共青团的

工作。不久，为了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他受党

组织选派前往广州，成为第五届农民运动讲习

所的一名学员。虽说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是他

在讲习所里学到了许多外面学不到的东西，尤

其是学到了开展农民运动的一些经验。

1926 年初，他回到湘乡开展农运工作。8

月，湘乡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谭天民被选为农

协执行委员兼组织部长。

1927 年 1 月 4 日，毛泽东开始从长沙启程

到湘潭县城、银田、韶山、醴陵一带考察各地农

民运动。10 日晚上，毛泽东来到湘乡县城的湘

乡饭店，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谭

天民见到毛泽东心里特别高兴，向毛泽东认真

详细地讲述了湘乡的土豪劣绅反对农会“办得

一团糟”的情形，并从毛泽东那里得到许多如

何搞好农民运动的指示和鼓励，更加坚定了革

命信念。

长沙“马日事变”后，湘东清乡司令罗定带

领一千多人窜入茶陵，疯狂地镇压农民运动，杀

害了中共茶陵特支负责人聂履泰和苏可范。7

月 23 日，中共湖南省委批准建立中共茶陵特

委，辖茶陵、攸县、安仁、酃县，以谭天民任书记，

领导四县党的工作。谭天民来到茶陵，与茶陵的

共产党人取得了联系。在省城求学的茶陵籍共

产党人陈韶、谭趋新、袁肇鸿等人悄然回县，与

谭天民书记聚在一起，组织正潜伏于民间的县

内共产党人谭思聪、谭普祥、胡香美等人在平水

的鸡公石会合，商议走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

筹建“茶陵游击队”武装组织，加紧进行秋收暴

动的准备工作。

8 月的一天，谭天民来到茶陵城郊的十八

坵召开支部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被敌人围捕，

不幸被捕，押送到茶陵县狱。茶陵县长颜元立闻

讯，如获至宝，亲自审讯，企图从谭天民口中得

到有关茶陵地下党的情况。敌人绞尽脑汁，对谭

天民软硬兼施、威逼利诱严刑拷打了一个多月，

最终一无所获。谭天民始终坚贞不屈，反动派无

计可施，决定将他杀害。10 月的一天，谭天民高

呼口号，从容就义，敌人将谭天民枪杀在茶陵，

尸体还被劈成四块，悬挂电线杆上示众。谭天民

英勇牺牲时，年仅 20岁。

1950 年 1 月 15 日，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

保收到烈士谭天民的弟弟谭天佑的信，马上给

湘乡县湘西乡谭天佑回了信，信上告诉他：“来

信收到，天民同志确于十六年（民国）在茶陵牺

牲。”于是，谭天佑又给在北京的毛泽东主席写

了一封信，讲述了烈士牺牲时极为惨烈。读毕谭

天佑的来信，毛泽东主席眼眶湿润了，很悲伤。

在这之前，主席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今天看到谭

天佑的信，才知道烈士谭天民竟死得这么壮烈。

4月 19日，毛泽东悲痛之余提笔复信：“天佑兄：

来信并附天民同志照片收到，极为感谢。天民同

志为革命事业牺牲了生命，深为悼念。尚望吾兄

努力进修，多做与人民有益的工作。”

毛泽东比烈士谭天民大十几岁，在信中竟

然称谭天佑为“吾兄”，自然是一种尊敬，更是对

烈士谭天民的无比敬重。这是毛泽东主席与烈

士谭天民一种革命同志多么深切的情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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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时代的“唯分数”争论
狄永

从隋唐到明清的 1300 年间，科举时代的

人才选拔标准，经历了一个从“不唯分数”到

“唯分数”的演变过程。唐代进士科实行“通榜”

和“公荐”制度，当时录取进士不仅看考场成

绩，还“采誉望”，即参考平时的才学水平和诗

文名声，参考达官贵人和著名人士的推荐，用

现在的说法就是“综合评价、多元录取”。其优

点是确有主考官录取了许多社会上公认的高

水平才士。如唐贞元八年（792年）的“龙虎榜”，

就出了韩愈、欧阳詹等名士和多位后来成为宰

相的著名人物；其局限是主管进士科举的考官

自由裁量权过大，是否公平客观往往取决于

“知贡举”者的眼光和操守；其弊端是可能出现

世家大族干预录取，不够公平客观的现象，导

致一些有才华的寒士落选。

自从北宋科举普遍实行糊名、誊录制度以

后，完全不参考举子平时的声望、水平和作品，

科场“一切以程文定去留”。“程文”即考场上的

答卷，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只凭考场上表现出来

的水平和成绩来录取，即“唯分数”选才。科举考

试这一选才制度，在创立之初引起相当多的争

论。北宋庆历三年(1043 年)，范仲淹在《答手诏

条陈十事疏》里论说，州郡发解试应“必先考其

履行，然后取以艺业”；而采用糊名、誊录制度

后，考生“不见姓字”，对其日常行为举止更是无

从考究。因而范仲淹建议重修发解试条例，加入

对举子德行履历的考察，并主张废除糊名、誊录

制度，考察“履行无恶、艺业及第”者方可录取。

次年（1044 年），包拯反对废止糊名、誊录

制度时指出，一个人的实际德行很难核实，何

况考官未必都能以公心取人：“或缘其雅素，或

牵于爱憎，或迫于势要，或通于贿赂，势不得

已，因而升黜者有矣，又何暇论材艺、较履行

哉？”可见，当时包拯对维护公平的糊名、誊录

制度持肯定态度。

北宋政坛对于糊名、誊录制度的争论，实

质上是对科举取士标准和考核内容的商榷，反

映了部分大臣对科举取士“唯分数”与“兼顾德

行”的不同意见。

北宋中叶，关于是否“唯分数”取人的争论

还延伸到科举存废的问题。针对有人提出应恢

复察举、实行全面考察德行的办法，苏轼在《议

学校贡举状》中极力为科举辩护，认为科举考

试有一定标准，远远优于无客观标准的察举德

行，“夫欲兴德行，在于君人者修身以格物，审

好恶以表俗……若欲设科立名以取之，则是教

天下相率而为伪也。”因为察举制主要考核德

行，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能通过举子的言行

考察。但这一考察很难全面，且德行考核被赋

予功利性时，容易促使举子迎合上意，弄虚作

假。在苏轼看来，主张废除科举、恢复察举者，

只看到了考察德行的优势，却忽视了这一制度

的可操作性，因而他坚定地站在具有客观标

准、“唯分数”取士的科举制一方。

由于苏轼的反驳有理有据，故没有人再直

接进行辩驳。

据《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