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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孙远明

一次转“危”为“机”的逆袭

不少人认为，哈尔滨的第一波火爆，缘
起冰雪大世界的“退票风波”。此前，由于园
区排队时间过长，曾引发部分游客不满。不
过紧接着，哈尔滨一连串的应对措施，被媒
体称为以“退”为进的神操作。景区有各级
领导现场办公，致歉、整改、退票。这番处理
展示了哈尔滨的真诚，有网友称“厚道得让
人心疼”。由此，也引来了八方网友的隔岸

“声援”。
除了冰雪大世界，哈尔滨为了招待五

湖四海的游客，更是整出来很多花活，屡屡
登上热搜。饭店里冻梨切片，索菲亚大教堂
挂上人造月亮，松花江上升起热气球，交响
乐演出请进商场，路边上的飞马供游客拍
照，室外建设温暖驿站，连长年生活在深山
中的鄂伦春族都牵着驯鹿为游客助兴……
这种把游客宠上了天的操作，本地人看了
都直呼感到陌生，也让全国各地的游客对
哈尔滨心生向往，期待来一次独特的冰雪
之旅。

在这波流量加持之下，据哈尔滨文旅
发布，截至元旦假日第3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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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达
到历史峰值。

从“宠客模式”到“宠娃模式”

截至目前，哈尔滨的“火”已由起初的

“宠客模式”，切换到“宠娃模式”，进而发展
到与其他城市文旅互动的阶段。

11个广西“小砂糖橘”勇闯黑龙江游学
的经历被全网围观，东北“老铁”掏心掏肺
掏家底，主打一个宠溺，让孩子们度过了一
个难忘的研学。为表示对“看娃”的答谢，广
西花式回礼，送出11车的砂糖橘、沃柑，黑
龙江发出10万盒蔓越莓作为回报。这也开
启了两地文旅推广互动的新模式，被称为

“一场跨越3000多公里的双向奔赴，一次温
差50多摄氏度的美丽邂逅。”

广西“小砂糖橘”还没看够，云南“小野
生菌”又来到哈尔滨。近日，来自云南西双
版纳一家幼儿园的20名小朋友在4名老师
的带领下乘飞机来到哈尔滨，因为统一戴
着灰色的小浣熊帽，被网友戏称云南“迷你
野生菌”。在话题评论区内，各地网友也纷
纷表态：等着看我们“四川小熊猫”，“湖南
小辣椒”也快要冲了……随着中小学生寒
假临近，预计近期将有大批中小学生冬季
研学团队陆续抵达哈尔滨。

此外，各地文旅部门也在线上和哈尔
滨隔空喊话，进行互动。比如去年上半年走
红的淄博便发文，“这个冬天，哈尔滨的小
伙伴不妨来淄博吧，让有‘淄’有味的淄博
与‘滨’至如归的哈尔滨，实现一场双向奔
赴。”

“以游客为中心”不火都难

新晋网红城市哈尔滨的持续高流量，
也引起了不少专家和媒体的关注。不少人
发问，哈尔滨的走红之路可以复制吗？是否
可以归纳出“哈尔滨经验”，给其他城市提
供有益借鉴？

有媒体认为，以游客为中心，站在游客
角度做旅游，这样的城市，不“火”也难。诚
然，哈尔滨的走红，离不开独特的文旅资源
以及花式宠客的招数，但这些都偏于“锦上
添花”，营商环境的持续改善和优化才是关
键。作为城市管理者，一方面是要思考如何
串联起城市资源和旅游需求，满足游客的
需求；另一方面是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做优
公共服务，耐心应对各种突发状况，站在游
客角度做旅游。

也有网友称，哈尔滨之所以“火”，“人”
是根本。在哈尔滨走红的过程中，商家有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的自觉意识，哈尔滨
人民有“主人翁”意识，主动服务好游客，力
争做到“以客为先、以客为尊、以客为友、以
客为亲”。不少东北人在工作之余开着私家
车当起了免费的“顺风车”司机；市民也自
发号召本地人多在家洗澡，少去早市，力所
能及地提高外地人的旅游体验感……

再者，哈尔滨的出圈还和城市营销息
息相关。此前，黑龙江文旅厅厅长何晶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哈尔滨的爆火并不是
偶然，当地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其中就包
括各种网络营销，通过互联网和新媒体平
台多维度的宣传，尤其邀请了文旅的头部
博主来进行引流，比如万人蹦迪，索菲亚教
堂旅拍，红专街早市。同时策划了很多高流
量的IP，比如“逃学企鹅”“歌声里的黑龙
江”等等，用这些IP引爆黑龙江的旅游市
场。

谁是下一个出圈的城市

哈尔滨冰雪游不是第一个火出圈的文
旅名片，当然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它的走红

对其他城市来说，有何启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表示，在散

客化和自由行时代，交通基础设施以及公
共文化服务，是城市旅游竞争力的底层逻
辑，商业环境是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核心要
素。哈尔滨为外来游客和本地市民提供了
便利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公共服务；通过
持之以恒的研发、投资和品控，构建日益完
善的冰雪旅游商业环境；为远道而来的游
客释放更多的善意、温暖和品质。“最好的
旅游是人的链接，人永远都是最美丽的风
景。”

在四川大学旅游学院教授，四川大学
中国休闲与旅游研究中心主任杨振之看
来，此次哈尔滨的火爆，是服务、文化、美食
和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也离不开网络热
梗和流行热词的功劳。“南方小土豆”“讨好
型市格”“尔滨，你让我感到陌生”等等词汇
屡上热搜，让积蓄已久的公众旅游热情得
到充分释放。

山东大学旅游产业研究院副院长孙平
表示，哈尔滨的走红有规律可循。在她看
来，一个城市若想出圈，要做好五个方面，
即做好城市治理，挖掘生活方式；打造核心
IP群，形成核心圈层；运用社交媒体，实现
裂变传播；注重互动体验，激发情感共鸣；
推动政府、居民、游客、商家、社交媒体等多
主体价值共创，夯实外围圈层。

“旅游市场消费结构的变化、疫情的影
响、年轻人旅游消费方式的改变等外部旅
游市场的变化，使当前游客的旅游需求从
传统的观光旅游向追求当地文化的沉浸式
体验转化，他们希望了解并融入旅游目的
地的生活，在地化场景及文化体验对游客
吸引力巨大，这就为非传统旅游城市目的
地品牌发展带来出圈的机会。”孙平说。

哈尔滨的“火”，带来哪些启示？

这个冬天，哈尔滨无疑成为
文旅界的顶流。

从冰雪大世界的“退票风波”
到口碑逆转，哈尔滨通过一系列

“宠客”操作，尤其是对被昵称为
“小土豆”的南方游客的热情服
务，赢得了广大游客的认可和赞
赏。

连日霸榜各大平台热搜，成
为新年新晋网红城市，哈尔滨靠
的是什么？对其他城市的文旅发
展又有何启示？

记者 韩小梅

这个冬天，相约红叶谷，观冰瀑、
赏梅花，共赴一场冬日邀约！

目前，红叶谷第三届冰瀑节火热
进行中，福利活动持续，景区推出
39 . 9元门票特惠，景区官方微信公众
号及抖音号均可购买，抢购日期截止
到1月14日，门票有效期至2024年2月
29日。

冬日的红叶谷，天空一碧如洗，

山峦在初升阳光的照射下，山体的轮
廓被渐渐勾勒出来。往日的流水潺潺
凝结成壮观的冰瀑美景，定格在山谷
之中，岩石与树木挂满雪花与雾凇，
玉树琼花，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光
芒，呈现出一种宁静而洁白的美。

在寒冷的冬季，冰瀑散发出一种
神秘的魅力，当寒冷的空气将流水冻
结成晶莹剔透的冰雪时，冰瀑就在山
崖峭壁上形成。它高大壮丽，仿佛一
座座冰雕艺术品。山谷中的积雪尚未

融化，绚秋湖水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整个山谷宛如冰雪世界。

第十六届梅花节即将启幕，每年
的二、三月，红叶谷都将举办梅花节。
景区种植了腊梅、红梅、美人梅、杏梅
等五十万余棵。待到梅花花期，香气
醉人，满山盈谷，踏雪赏梅是难得的
冬日胜景。届时，漫步在景区，一朵朵
腊梅犹如一个个小精灵悄然跃上枝
头，不畏严冬，将为冬日的红叶谷景
区增添一笔别样色彩。

第三届冰瀑节火热进行中

打卡红叶谷版“冰雪奇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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