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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 斌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

一座好的旅游城市
要经得住本地市民日常的审视

◆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文旅宣传比较注重自己有什么，而不是考虑游

客想要什么。

◆天底下没有说一座城市是自己过得苦哈哈，让游客来体验美好。

◆一座城市，首先是为万千本地市民服务，如果万万千千的市民对这座

城市发自内心地喜爱，自然而然就会由内而外散发出温暖。

◆不能靠旅游局长放狠话，而是要回到法治的轨道上，去建设一个完善

的政府公共服务和微观治理体系。

进入冬季，哈尔滨迎接“南方小土

豆”的“媚南”短视频，再次刷爆社交网

络，这座冰城成为 2024 年底全网热度最

高的旅游目的地。

哈尔滨成为流量新宠始于 2023 年，

跟随冻梨摆盘、“尔滨”等网络热梗一起

出圈爆火，成为新晋网红城市。时隔一

年，这些旧梗还没有被完全忘记，一些新

花样又被创造出来。

近年来，因为泼天流量，一座城市在

短期内吸引大量游客的“神奇”故事时有

发生。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些城市

逐步沉寂，不复当初热度；有些则被流量

反噬，发生从敞开大门欢迎流量到主动

降温的转变。

2024 年底，哈尔滨更像是“王者归

来”，有望成为穿越周期的网红城市。由

此成为文旅界分析研究的一个焦点。南

方周末专访了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

斌。他认为，一座好的旅游城市，首先要

能够经得住本地市民日常的审视。

哈尔滨文旅
在结构上是“强政府”状态

时隔一年后，哈尔滨热度依旧这么

高，它做对了什么？

经过一年的沉淀，我们再来看 2023
到 2024 年冰雪季的出圈，可能有三把钥

匙，打开了它的文旅流量密码。

第一把，我觉得还是哈尔滨的冰雪

资源、冰雪文化。广大南方地区的游客

对冰雪有一种天然的喜爱，无论是传统

的冰雪运动，还是冰雪文化，都很受他们

欢迎。尤其是经历过北京冬奥会的推

广，大家对冰雪运动、冰雪休闲的参与热

情，有了非常大的提升。哈尔滨恰好满

足了人们对冰雪文旅的想象。

第二把，我觉得是哈尔滨这座城市，在上

一轮冰雪季中所释放的诚意、善意，以及

他们温暖、包容的城市特质。这让广大

游客产生了共情，觉得这座城市就是我

的。

很多时候，很多地方的文旅宣传比

较注重自己有什么，而不是考虑游客想

要什么。哈尔滨从一开始致游客的一封

信，到冰雪大世界的大滑梯项目、人工月

亮项目，主打一个“听劝”。一直到显示

出对“小土豆”“小金橘”昵称的宠爱，市

民自发开车接送游客，释放了真诚、善

意。包括北方的泡澡文化，让游客感觉

可以参与到本地市民的生活中去。

第三把钥匙就是，大众旅游走向全

面发展的新阶段，城市管理者发挥的作

用越来越大。哈尔滨在统筹冰雪旅游、

冰雪休闲、冰雪文化等方面都倾注了心

血。

政府做了充分动员，让广大市民充

分认识到，发展旅游给当地城市形象、经

济社会发展、文化建设，包括本地居民生

活品质提升所带来的收益。你看，哈尔

滨很多出圈的新闻，都是发生在很生活

化的场景里，说明市民参与度很高。

本季冬季游中的哈尔滨冰雪季有什

么新情况、新趋势？

第一，随着亚冬会的加持，加上文化

和旅游部即将在哈尔滨举办的冰雪旅游

季的推广活动，今年的哈尔滨冰雪季，有

了更大的政策加码和重大事件加持。第

二，在冰雪项目的营造方面，更加注重文

化的底蕴、氛围，注重生活品质的提升。

我们看到哈尔滨近期的一些举措，可以

说为即将到来的冰雪季，做了相应的组

织准备、优质产品的供给准备，以及公共

服务、应急管理的准备。第三，就是把冰

雪旅游向周围扩散。无论是哈尔滨的雪

乡文化，还是亚布力滑雪场，都成为哈尔

滨文旅多元化的一个亮点，形成层次丰

富、类型多样的旅游体系。第四，哈尔滨

的市场主体，包括产品研发主体和旅行

服务、商业接待体系，逐步完善起来。

从高质量文旅的标准去衡量，哈尔

滨有哪些地方需要改进？

首先，建设一批具有较大的市场竞

争力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投资机构和市

场主体。现在哈尔滨给人的感觉，还是

一种强政府状态，从国际旅游业高质量

发展，特别是城市型旅游目的地建设来

看，如果没有相应的投资机构，没有以旅

行社为代表的旅行商，没有酒店民宿为

代表的旅游住宿商，没有景区、度假区、

文化娱乐场所所代表的娱乐空间，乃至

整个购物、餐饮方面品牌化的培育，那高

质量文旅是不可持续的。

其次，当地的投资环境，特别是法制

环境、契约环境的构建也至关重要。旅

游业是一个前期投入大、回报周期长的

行业，做旅游是一个比耐力、比智慧的

过程，不可能只靠一时的网红流量，就

能撑起一个城市长期的发展。需要更

大的决心、更多的智慧，去推动依法治

旅、依法兴旅的底层架构和保障体系的

建设，包括但不限于省市两级制定的旅

游管理条例、旅游发展规划，还有服务

标准建设、产品体系标准化建设，也都

是至关重要的。

不可能自己过得苦哈哈
让游客来体验美好

最近几年，火了很多网红城市，这些

流量型网红城市的近况如何？

那些火爆一时的网红城市，应该说

热度还有一些，但是客观来讲，和它的高

峰期相比，已经大大衰减了。

总体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还

是因为公共服务体系，包括基础设施、商

业配套没有跟进。不远千里过去，凑一

时热闹可以，但是不能长久。现在的旅

游，都是满足群众对美好的向往为前提。

城市的发展，不可能靠转瞬即逝的

烟花支撑，而是要靠内在的体系。一个

城市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旅游目的地，

一定是一个“近悦远来，主客共享”的生

活空间。天底下没有说一座城市是自己

过得苦哈哈，让游客来体验美好。

和其他爆火起来的网红城市相比，

哈尔滨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短期看，一个网红、一台节目就可以

带火一条街，甚至是一座城市，但是长期

来看，还是过于单薄。哈尔滨并不是这

样，不是只靠一个点去带动、支撑，这个城

市过去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看，本

身有着非常浓厚的冰雪文化，包括音乐、

艺术的气息也很浓，生活品质也很高。它

的 IP是内生的，是内生性的文化，是和大

众旅游高速增长时代机遇的结合。

对于哈尔滨而言，只是抓住了一个

流量窗口，但是就像上面所说的，他们做

对了一些事情，没有让流量自然消亡，而

是让大家看到了流量背后，城市本身的

文化和底蕴。

网络流量来得快，去得也快，而且有

时候还是一把双刃剑，文旅该如何利用

呢？

我们要树立一个健康的、可持续的

流量观，不能唯流量是从。所有流量的

到来，要看到它内在的规律是什么，是什

么样的流量。

如果一个城市是一个低洼地，流量

像洪水一样涌过来，可能就把它淹没掉

了；如果流量是外来的，一些网红带来

的，那网红走了，流量自然也就走了，可

能像潮水一样来，又像潮水一样退去。

只有深水静流的美好生活，才能留

得住游客。一座城市，首先是为万千本

地市民服务，如果万万千千的市民对这

座城市发自内心地喜爱，自然而然就会

由内而外散发出温暖，游客来，多一双筷

子，游客不来，一样过我自己的美好生

活。这才是一座城市该有的从容、定力

和大气。用现在的流行词就是，一种松

弛感。所以我说，一座好的旅游城市，要

经得住本地市民日常的审视。

不过，流量还是有很强的吸引力，地

方文旅非常卷，如何看待地方文旅卷流

量的这一现象？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令人眼前一

亮，“一窝蜂”跟风模仿就有些过头。我

们要回到旅游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上

来，网红城市往往都有一些可以引发共

鸣的触发点，比如接地气，那里的场景跟

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愿意去参与、

去体验。一个城市是不是一个美好生活

的空间，是不是一个主客共享的空间，是

至关重要的。

这些网红城市，或者想要成为网红

的城市，有什么可以入手的方面？

第一就是城市的形象，不要试图去

高高在上地教育游客，告诉你：我多么

高，我多么好，你就来吧。文化自信不能

是这么体现的。

第二，在建设世界级或者国家级旅

游城市的过程当中，一定要有几个坚实

的支柱。首先，交通基础设施，你再好，

没有航空、铁路、公路，游客进不来，没有

意义；其次，就是城市的小交通体系，地

铁、公交、出租车、网约车、共享单车等，

可以在城市自由地移动；再者，城市的文

化基础设施，我经常讲，一座城市的发展

往往跟“三区一圈、四馆一站”密切相关，

“三区一圈”是指依托城市的旅游景区、

度假区、历史文化街区形成的商圈，“四

馆一站”就是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图

书馆和文化站。

第三，就是我们的行政法规体系和

公共服务体系要完善。如果一座城市，

对每个市民都是友好的，本质上是安全、

有品质的，那么游客来分享它就行了。

多一个人，多一双筷子，对吧？不能靠旅

游局长放狠话，而是要回到法治的轨道

上，去建设一个完善的政府公共服务和

微观治理体系。

图源：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