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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辣烫火了！为啥是甘肃天水？
文化IP沸腾！下一站又是哪里？

淄博烧烤“出圈”，“尔滨”冻梨
火热，甘肃天水“一碗麻辣烫带火了
一座城”。细品文旅流量火爆出圈
的共性因素，有这样一个特点：“网
红探店，口碑传播”“网络流量先于
客流量抵达”，不论是“淄淄有味”

“滨滨有礼”，还是如今的“天天有
辣”，最开始热度均发酵于社交媒
体，火得突然、热得迅猛，甚至让人
一时有点招架不住。

为什么会火？有人说，火就火
在“我们不一样”。近年来，寻找“反
差感”日益成为消费者选择旅游目
的地的一个重要因素。“南北互换”

“反向旅游”等新玩法方兴未艾。“北
方有雪花，南方有浪花，东部有小桥
流水，西部有大漠孤烟”，“反差感”
让“大城小城”都有走红的机会。

网上流量变成客流量，离不开
政府和市场的有效联动、居民和游
客的真情互动。此起彼伏的文旅局
长喊话，政府大院敞开大门迎接游
客，民众自发组织爱心车队迎来送
往，社会各方为游客送上特产和纪
念品……“多向奔赴”只为不辜负这
场寻味之旅。一波流量带来一群
人，温暖一座城。数字经济向线下
延伸，让传统旅游业呈现新业态，展

现新活力。这无疑是用新技术改造
提升传统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的
题中之义。

泼天的流量不易求，爆火的网
红难长久。热辣滚烫之后，不妨有
一些冷思考：地方文旅如何实现长
红？

文旅作为长投入、慢回报的产
业，想要获得持久客流，真正考验的
是城市建设的“内功”。“临阵磨枪”
式的设施建设、“快马加鞭”式的网
红堆砌，难以促成持久的吸纳效
应。只有立足地区经济和文化特
色，把握文旅发展规律，才能把“流

量”变成“留量”。
当然，一座城市的魅力，绝不是

“仅游客可见”，当地老百姓实在的
获得感，才是为城市发展长效蓄能
的基础。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离
不开“主客共享”的城市服务模式，
更需要全方位谋划城市长期治理能
力。打磨城市风味，发挥“文旅+”
服务的聚合效应，创新场景、重构业
态，方能把网红体验拓展至特色风
物文化，引导慕名“打卡”的游客沉
浸式体验城市文化底蕴。

眼下春光正好，希冀文旅长
红。 新华社记者姜伟超李梓潇

前有进“淄”赶“烤”的盛夏，后
有“尔滨”冰雪的燃冬，春暖花开之
际，甘肃天水凭一碗麻辣烫火了，席
卷各大网络社交平台热榜。

麻辣烫火了！为啥是天水？
一碗飘香的麻辣烫，是当地

人唾手可得的快乐，也“烫”走游
客“偏僻”“匮乏”的固有印象，升
腾出物产丰饶、资源丰富的崭新
容颜。

这是怎样的一个神奇之地？
“反差”，是大多数外地游客抵

达的新印象。
地处秦岭西端、渭水中游，天水

是黄土高原的一抹绿，是莽莽山间
的“陇上小江南”，既留存着西北的
粗犷，也不失南方的温润，体现了甘
肃的千面多变。

如果说美食是解锁城市文化地

图的一把钥匙，秀美山川、人文历史
则是奔赴的“诗与远方”。来自辽宁
沈阳的游客鞠月萱说：“吃不是唯一
的旅游动力，更想看看西北不一样
的风景。”

走在天水的大街小巷，浓郁的
历史气息和淳朴的风土人情扑面而
来。

天水底蕴深厚。这是诞生于天
水的名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露从今夜白，
月是故乡明”……

丝绸之路重镇、中华民族的重
要发祥地之一，丰富的文化遗产、优
美的自然风光。麻辣烫的热辣鲜香
从舌尖荡开：打卡麦积山石窟、探游
伏羲庙、观赏千年古柏……每一个
转角，都藏着惊喜。

“一碗麻辣烫20多块钱，收礼

物收了十几份！”来自陕西咸阳的游
客师怡兰说，她的手边摆满了热心
市民送的保温杯、纸巾、饮料、麻花
等。

举办“麻辣烫”吃货节、推出景
区优惠政策；随处可见的志愿者有
求必应；开设麻辣烫公交车专线，免
费接送游客；本地人手绘的“逛吃”
攻略里，涌动着热情好客；麻辣烫店
主拿出“看家本领”，收学徒授手艺
……

从“100元能吃到多少天水美
食”，到“这个春天在天水来一场最
酷赏花”，当地麻辣烫摊位客流往
来、景区人流摩肩接踵。有网友热
评称：天水一定要接住这“泼天富
贵”。

全国游客对天水麻辣烫的青睐
第一时间引起当地党委、政府重视，

3月16日，专门召开天水麻辣烫服
务保障工作推进会，全力做好“大客
流”应对准备，努力实现“一碗麻辣
烫推动天水大发展”。

始于“寻味”，兴于“游玩”，成于
“文化”。这座文化底蕴丰厚的古
城，有的是劲道的口味、对味的邀
约、上头的爱。

清明节、五一等小长假即将到
来。网友说：“夏有烧烤三件套，冬
有冰雪大世界，春有麻辣烫手捧
花。”下一站，又是哪里？

锦绣中国东西交错、南北互动，
文旅消费涌动澎湃。以文旅+百
业，百业+文旅，铆足了劲儿发展，
把“一时现象”变“一地品牌”，因地
制宜，文化加持，这或是文旅热持续
火的根本。

新华社记者文静王紫轩

新华时评

3月16日，在天水市秦州区的天水名优小吃城一麻辣烫店，商家为游
客加工麻辣烫。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3月16日，在天水市秦州区，游客免费乘坐“天水麻辣烫志愿服务车”
前往景区。 新华社记者范培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