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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
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部分。

甘肃天水凭借麻辣烫“出圈”，短
短20多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0亿
元。权威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游客出
游总花费接近5万亿元。

从淄博烧烤到贵州榕江“村超”，
再到“尔滨”冰雪，一些地方呈现出文
旅火爆的态势，更多城市管理者开始
探索文旅大市场的新活力。

“开了26年店，像现在这样一天
接待七八百位外地客人还是破天荒。”
天水海英麻辣烫老板娘哈海英说，店
门口从清晨6点排队排到晚上9点，麻
辣烫的竹签每天要用成千上万根。

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各地游客
涌向这座西北古城，品尝美食的同
时，打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
赏千年古柏……

坐高铁进“淄”赶“烤”、榕江“村
超”全网关注、“尔滨”现象火爆、天水
麻辣烫走红……近两年，地方文旅接
续“出圈”，一个个 IP涌现，“网红”持
续上新。透过这波热度，也可以明显
感受到文旅对消费的撬动力量。

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26 日期
间，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353.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5亿元。

无独有偶，哈尔滨春节假期8天
接待游客1009.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 164.2亿元；榕江“村超”去年获得
数百万人次到访和数十亿元旅游收
入；淄博 2023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约630亿元，同比增长68.42%。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去年全国
国内出游人次 48.91亿，出游总花费
4.91万亿元。今年春节长假，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总花费超过
6300亿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
培育文娱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近期，一系列释放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利好政策举
措出台。

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把多勋认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
越多元化和个性化，关注点可能是某
个著名场景、特色美食、极具烟火气
的生活体验和多彩的文化展示，大城
小县都有“出圈”的机会，文旅消费可
挖掘的空间巨大。

“文化和旅游、诗和远方已经成
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内容。”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
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长，收益面广，涉及各行
各业，文旅可以“加”百业，百业也可
以“加”文旅，百业只要加上了文旅，
既带来了人气，又开辟了财源，就会
出现人财两旺的好势头。

文旅热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记者梳理最近一年的“出圈”之地发
现，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凸显出底蕴、
特色和实诚劲儿三个关键词。

丝绸之路重镇天水，位于陕、甘、
川三省交界处，是“羲里娲乡”，秦人
在此放马、建都，蜀魏在此拉锯争雄，
东西文明在此交汇，“中国四大石窟”
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坐落于此。

“冰城”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深
厚，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首选之地；
索菲亚大教堂、哈尔滨火车站等建筑
极具异域色彩；被联合国授予“音乐
之城”称号。

齐风古韵、蒲翁故里、陶琉名
城……淄博同样拥有深厚扎实的人

文基因，所辖临淄区是春秋战国时期
齐国国都，灿烂的齐文化给淄博留下
了厚重的历史文脉。

“多地走红的背后，是厚重的城
市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也
是延长‘流量’的重要支撑。”把多勋
说。

从哈尔滨的雪花到上海的繁花，
从泉州的簪花到三亚的浪花，从天水
的麻辣烫到淄博的烧烤……无论东
西南北，各地的“火热”都离不开具有
高辨识度的本地特色。

油泼辣子的鲜香和手擀粉的爽
滑成就了别具风味的天水麻辣烫，小
饼烤肉加蘸料组成了淄博烧烤“灵魂
三件套”，特色美食成为解锁城市文
化地图的一把钥匙。

现场观众拿着锅碗瓢盆助威呐
喊，比赛奖品是本地香猪、香羊、小香
鸡等特色农产品，村民身着民族服饰
进行拉拉队表演……榕江“村超”以

溢出屏幕的农趣农味和群众发自内
心的热爱，打动了网友的心。

感人心者，莫过于诚。实诚劲儿
也是多地火爆“出圈”的必杀技——
热情、真诚和贴心服务一以贯之。

服务主打一个“实”。在天水，爱
心车队暖心迎来送往，行李寄存点设
置及时、考虑周到。哈尔滨及时关注
游客留言投诉，接诉即办，道歉整
改。淄博严明要求明码标价、诚信经
营，向缺斤少两说不。

“网红”之后，如何留住文旅热
度，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期

“留量”经济？这成为多地城市管理
者的探索课题。

记者近日在淄博曾经的热门打

卡地八大局市场采访发现，部分“网
红”烧烤店已更换招牌，销售体现民
俗文化亮点的产品。不久前，淄博举
办首届萝卜糖球民俗文化节，精品百
货、特色美食、变脸、打铁花等非遗表
演，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

随着“尔滨”爆火，冰雪大世界
AR冰箱贴、索菲亚教堂蛋糕、大雪
人甜品、“恋上哈尔滨”立体贺卡等各
类文创产品一道“出圈”，不仅包含着
地域特色、奇思妙想，更有科技赋能、
IP加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想形成持续关注，要在城市形象塑
造、旅游设施建设、特色文化推广等
多维度发力，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
色，因城施策，打造个性化的城市
IP。“与其追逐表面上的浪花，不如把
河床打得更坚实，打好自家特色牌，
让城市 IP的吸引力更细水长流。”

在陕西西安的沉浸式街区，游客
“变装古人游长安”；在广西阳朔，依
托喀斯特地貌打造的攀岩节让运动
休闲融入山水观光；住进莫干山乡村
民宿体验农趣、享受慢生活；走进三
星堆博物馆看数字化技术助力古老
文物“活”起来……当旅游产品和服
务愈发丰富优质，文旅热就不再局限
于“眼球”经济。

千招万招，关键在于落实，接好
接力棒。今年年初，全国各地的文旅
部门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自己
的城市宣传推介，输出创意短视频、
喊话明星为家乡“上分”。

戴斌认为，当“流量”来了，除了
打造消费场景，更要守护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防止短期
过度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互联网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
的，要持续跟踪、把握变化。黑龙江省
文旅厅副厅长齐斌说，要进一步做好
消费市场调研、消费热点跟踪和消费
心理预测，将“流量”转为核心竞争力。

（新华社北京4月1日电）

它是中国西部首个全马赛事，它
是世界田联金标赛事，它还被业内人
士认为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盈利
能力最强的马拉松赛事之一。

“重庆马拉松已经成了一个非常
有价值的商业 IP，是重庆的城市名
片，更是中国马拉松赛事体系中市场
化运营的标杆。”中国马拉松大满贯
组委会执行主席金飞鸿说。

3月 24日举办的 2024年重庆马
拉松吸引了一众国内外高手参赛，
男、女冠军均打破赛会纪录。来自全
球 26个国家和地区的 3万名马拉松
运动员和爱好者参赛，全马选手和迷
你马选手各 1.5万人。本届赛事预报
名 17 万人，其中全马报名人数超过

15万人，中签率为 3.98％，报名人数
创历史新高，中签率则创历史新低。

本届重马跑者、中国科学院院士
施一公在赛前对记者说：“重庆是一
个很迷人、很浪漫、很优秀的城市，很
高兴能在重马赛道上再一次感受重
庆的美丽。”

“马拉松是生根于城市的，知名
的马拉松赛事都有非常突出的‘城市
性格’。”重庆重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
董事长李伟说，重马最突出的“城市
性格”就是烟火气。按照跑友爱用马
拉松举办地的特色美食来给赛事取
昵称的习惯，重庆马拉松又被称为

“火锅马”“小面马”。
城市赋予重马性格，重马则改变

了重庆人的运动观念。李伟说，2011
年前，重庆市民对马拉松的认知度还
很低，2014年以前报名都报不满，还
得靠主办方发动企业单位组织报
名。而现在，重庆已有上百个民间跑
团，跑团成员从几十人到上千人不
等。以前的比赛大多是跑者个人报
名，现在以跑团为单位报名的越来越
多。

金飞鸿认为，与其他大众运动项
目相比，马拉松的一大特点是受众人
群广、参与度高，因此办好一场马拉
松就是对整个城市的一次有力宣
介。“重马现在已经成了重庆一张靓
丽的‘城市名片’。”金飞鸿说。

近年来，中国马拉松赛事如雨后

春笋般诞生，全年大大小小的马拉松
赛事有千余场。“我认为这是因为马
拉松赛事同时具有全民健身、城市营
销和促进消费三项功能。”李伟说，在
服务全民健身、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的
同时，马拉松赛事还应“念好生意
经”。

重庆马拉松自 2018年开始实现
盈利。2019年 2月，南岸区区属国资
企业重庆重马体育发展有限公司成
立，负责重马赛事运营，开始由政府
主导走向市场化道路。金飞鸿认为，
政府可以作为赛事的前期培育者，赛
事成长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交给市
场。“国内外成功的赛事体系走的都
是市场化道路，（这样）才能够长久。”

现在，重马体育公司在聚力打造
系列品牌赛事的同时，逐渐拓展非路
跑业务，开展了体育培训、研学活动、
大众田径达标、健身健美赛事等业
务，朝着大健康产业迈进。

早在2014年，重马就首次尝试了
商旅文体联动。2016年，首次举办重
马体育健康产业博览会。2018年携
手四川航空打造川航重马航班，品牌
运营和市场营销深度融合。2019年
重马体育公司成立后，加强了商旅文
体融合，举办了重马体育博览会、重
马嘉年华等配套活动。2023年，首届
重马国际消费节举办，实现“展+会+
赛+节”四位一体。

本届重马为促进文体商旅深度

融合，实现体育为经济赋能，先后
举办了 2024 成渝体育产业联盟暨
第六届重庆市体育产业博览会、重
马“火锅马”美食节、重马国际消费
节、无人机光影秀、长江商学院邀
请赛等配套活动。在 2024 成渝体
育产业联盟暨第六届重庆市体育
产业博览会上，8 个体育战略合作
项目在现场集中签约，签约总金额
达 20亿元。

谈到体育赋能经济的功能，李伟
说：“马拉松是一个大平台，可以搭载
和链接很多内容。”目前，重马“跳出
体育做体育”，与旅游、商贸、文化等
多领域的合作都取得了理想的收获。

（新华社重庆3月30日电）

既赚人气又赚钱 重庆马拉松做对了什么
新华社记者 谷训

“网红”城市上新，文
旅消费的潜力有多大？

◀天水古城人潮涌动。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游客在位于天水市秦州区
的天水古城参观游览。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摄

天水之后会是谁？“文旅热”如何热得久？
新华社记者 文静 杨思琪 张武岳

底蕴、特色、实诚劲
儿，一个都不少

将短期“流量”现象
转化为长期“留量”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