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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红城市

走红当下十分仰赖新兴媒体裂变式的传播模式，人人都有麦克风，

网络流量可以迅速聚合到一个焦点话题。而地方文旅部门塑造

“流量”目的地的行为，均折射出当下的文旅业界都赞同“打卡旅

游”已经成为一种大众化的旅游消费活动，具有多重的消费价值。

戴斌认为，过去那些名声在外的传统旅游城市、知名景区景点

依然是大众旅游的基本面，但是，更多旅游成本相对较低的城市以

及小众景点开始进入民众的视野。比如，在一个小城市住上一周

的花费，可能也就相当于在热门旅游城市一天的成本，江门、淄博

均属于这个范畴；另一方面，社群心理也在起作用。比如组团去看

大熊猫或者集中去参加某个音乐节、看一场演唱会，这些人年龄相

仿，经历相似，经济水平类同，他们在一起能勾起共同的记忆，这些

都是社会心理因素在旅游行业的映射。

这些目的地或因偶然事件“意外走红”，但在本质上是反映了

旅游消费者将网红景点某些特征归于自己、寻求内在非凡自我的

过程。网红文化消费现象本质上是消费社会中文化工业生产的消

费品，这种消费现象是消费市场为实现社会控制而发起的社会运

动，进而实现消费市场与消费主体的互动。消费者对价值意义的

建构不仅受到消费动员的影响，消费者通过自主参与而对目的地

打卡行为“重新编码”，建构出符合自身利益的符号意义，也建构了

网红打卡消费的多重消费意义。

很多城市都在寻找“流量密码”，但戴斌认为，与其研究别人的

“密码”，不如先掌握这些旅游经济运行规律。随着消费文化的盛

行，网红打卡旅游消费已不再具有区隔特征，发展为一种大众休闲

娱乐活动。通过消费市场环境解读打卡消费行为，能够从宏观层

面掌握主体消费诉求，了解文化消费领域动态，为引导消费者建构

理性的身份认同与市场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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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动物圈“扛把子”非大熊猫“和

花”（又名“花花”）无疑。

三年前，这只本身有缺陷的大熊猫开

始被网友关注：它先天脚掌外翻、行动特别

缓慢，长不大、已成年却还呆在保护基地的

“幼儿园”；平时总是慢悠悠的，吃饭时也常

常被旁边的同伴们“夺笋”；特别温顺，能听

得懂饲养员带着四川口音的召唤。

它圆头圆脑的憨态，以及“通人性”和

“不争不抢”的日常表现，使它成为了“女

明星”，并真实地吸引了大量游客前去“追

星”。去哪儿大数据显示，在今年第一季

度末尾，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门票销

量同比去年增幅达 9 倍，位列四川省内景

区 门 票 销 量 第 一 ，全 国 景 区 销 量 第 五 。

截至“最火端午”小长假结束，从去哪儿平

台上粗略计算，从今年 3 月以来，去看“花

花”的游客（机票+酒店+门票）平均消费

1075 元。

而当下，成都刚举办了第 31 届世界大

学生夏季运动会，“花花”依然在开幕式直

播及相关报道“霸屏”，圈粉无数来比赛的

外国运动员。正在成都进行报道工作的一

位媒体人庄庄透露，他在工作之余也进行

了一次“探花”行动，成功解锁“从早晨 5 点

开始排队，7 点半才正式看到花花，15 分钟

后就要离开”的经验一次，“花花是实至名

归的‘顶流’。”

时间往前追溯，春节假期，今年第一部

爆剧《狂飙》到来，角色的争议性和精彩的

剧情使得观众们“爱屋及乌”，作为拍摄地

的江门迎来高光时刻。携程数据显示，春

节假期近半个月的时间里，广东省江门市

的旅游搜索访问量环比前半月增长 163%，

带动整体旅游订单量环比增长 121%，最出

圈的是三十三墟街，游客如云，甚至带动一

些闲置商铺也变得抢手。

对此，广东江门市还特别举行了旅游

行业发展座谈会，该市文广旅体局相关负

责人当时认为，虽然江门也曾是电影《让子

弹飞》和《一代宗师》的拍摄地，但电视剧

《狂飙》却依靠社交网络的热烈探讨，彻底

地打响了一次知名度。加上春节假期，游

客们尚有一定闲暇时间可以支配，珠三角

一带的市民游客“说走就走”，立刻形成了

文旅热潮。江门已初步具备旅游目的地的

特质。

直至上周（8 月 4 日），江门市文化广电

旅游体育局官网消息：江门的“狂飙效应”

仍具后坐力，结合暑期旅游旺季，来自上

海、长沙、成都、厦门、广州、深圳、佛山、中

山以及江门本地等多家旅行社推出相应线

路，除了当地独有的骑楼、老街几日游之

外，该市甚至出现了海岛游“一房难求”的

现象。

“淄博烧烤”的时间线卡在前两者之

间，是社交媒体引发目的地真实流量的经

典策划案例。区别于实体的“花花”和影视

剧先导的江门，淄博起因于完全的一桩网

红事件：几个大学生无心插柳发的视频，该

地烧烤的“量大、价低”和从业人员的“好

客”，拉开了淄博烧烤爆红的序幕。淄博烧

烤的口味特点尚不能得到归结，但当其他

地方开始打烧烤牌子的时候，却首先被当

地的网友“一顿损”：“我们飞过去淄博胡吃

海塞一顿再飞回来，也比在这儿便宜！”

跟一般网红事件不同的是，淄博烧烤

的火不是一闪而过，持续了不短的时间后，

并且热度只增不减。当地有关部门的顺势

而为、借力打力，助推了淄博烧烤的进一步

大火。自驾前往淄博的人不说，铁路部门

为了满足到淄博吃烧烤游客的需要，还安

排了烧烤专列。

但暑期以来，淄博“凉上热搜”的消息

时有传来：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抖音旗下

巨量算数也显示，“淄博烧烤”关键词的搜

索指数在 4 月 9 日达到首个小高峰，达到了

247.67 万，并在之后的 4 月 29 日达到了峰

值 1105.79 万。然而“五一”假期后，该数值

呈下跌趋势。到 6 月 30 日，该数值仅为

10.91万。

记者致电淄博文旅局，一位高姓工作

人员回应，其实在周末时，网红打卡地淄博

八大局的人流依然充沛，近期文旅局还是

会收到游客反映订不到酒店房间的情况。

而对于淄博烧烤“凉了”的说法，这名工作

人员并不赞同：“只是相比端午节和五一来

说，最近客流量少了些，但还不至于经营不

下去。”但他也表示，今年夏天的天气略显

异常，相对于南方而言，北方特别热，“这么

热你们会想来吃烧烤吗？”

“作为文旅局，我们将会在下一步集中

推荐淄博市更加优质的文旅资源，推出一

些相关的文旅活动来吸引游客，留住游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