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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第一个网红城市，无疑是地处东北的哈尔滨。“饭店里冻梨摆盘”“给中

央大街铺地毯”“三亚没想到这个冬天败给了哈尔滨”等话题频频登上热搜……伴

随这些话题的持续升温，哈尔滨成了今冬旅游业的新晋顶流。

这一波热度，属实是连哈尔滨自己也“整不会了”。以往“猫冬”热门地的三亚，

可能万万没想到，今年冬季旅游最大的劲敌会是哈尔滨。

刚刚过去的元旦三天假期，三亚接待旅游总人数56.3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1.19亿元。而哈尔滨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旅游总收入59.14亿元，达到历

史峰值。59.14亿元，是海南全省同期24.06亿元的2倍多，是三亚的5倍多。

相比淄博、榕江等去年以来爆火的网红

城市，哈尔滨这次的开局其实并不理想，追溯

源起还是一桩“危机公关”事件。

12月 18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开园，不

到3小时，预约人数就达到4万。由于入园人

数远超游乐园承载量，游客被迫在零下20℃

的户外“罚站”数小时，最终也没能玩上想玩

的项目，惹得不少游客高喊“退票”。此事经

过短视频的集中引爆，很快冲上热搜。

照理来说，出现这种状况对冰雪大世界

的口碑将是一次严重打击。联系到之前的

“雪乡宰客”事件，整个哈尔滨的旅游形象也

将再次受到冲击。不料这回当地却上演了教

科书般的危机应对——不仅冰雪大世界大方

退票，连哈尔滨文旅局局长都亲自入园督导，

第二天还发布了一封道歉信。这一波操作，

直接逆风翻盘，变危为机。

此后，趁着冰雪大世界的热度，哈尔滨进

一步借力打力。又是在机场玩快闪，花式迎

客，又是在地铁站大方派发免费的景区摆渡

票。游客想拍带月亮的雪景，当地就在圣索

菲亚大教堂上空用无人机升起了一轮圆圆

的人造月亮；游客因点了68元的锅包肉而质

疑宰客，店家险些被当地人和监管部门“清

理门户”，哈尔滨政府甚至推

出了“投诉不过夜”的规定。

所有这些，不仅打破了外

界对于东北的刻板印象，令外

来的游客惊喜不已，一声声

“尔滨”叫得不亦乐乎，就连本

地人都被整不会了。有网友

说，自己在东北待了30多年，

从来没见过这阵仗。

“讨好型市格”的确立，带

来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海量

人流的涌入使得当地90%的民宿被订空，就

连周边城市如佳木斯、大兴安岭、牡丹江的民

宿预订量，也同比增长了500%到1000%。

在低调、沉寂多年以后，“泼天的富贵”终

于再次砸到了东北的头上。可以说，哈尔滨的

爆火，是游客群体消费心理的变化、互联网的造

梗风潮以及政府的未雨绸缪共同推动的结果。

“爆火不是偶然，已经做了一年的准备。

游客在评论区提到需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

游客说哈尔滨天气太冷，我们就造了很多小

暖房子；游客说不知道怎么吃冻梨，我们就弄

了冻梨摆盘。”黑龙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何晶如是说。

互联网的造梗风潮也为哈尔滨助推了一

把。在网上，素有“北方人看南方人看雪”的南

北差异梗，而从“南方小土豆”到“南方小金

豆”“马铃薯公主”，从“尔滨”到“滨子”，从“宠

爱文学”到“掏心掏肺掏家底”，层出不穷的新

梗热搜也不断刷新网友对哈尔滨旅游的新奇

感，让网友自发力挺哈尔滨，为其破圈扣上了

最后的关键一环。

东北有句话叫“这人能处。”实际上，这一波不光是“滨子”能处，

东北的兄弟省市也都能处。

嘴上说着“尔滨背刺了整个东北”的老铁们，实则也在悄悄给哈

尔滨塞绝活。一句“尔滨，你这凤凰搁辽宁那借的啊”“哈尔滨借凤

凰咱沈阳必须答应”让辽宁的沈阳老北市刷了一波存在感。此外，

哈尔滨还惊现雪地骆驼，让网友直呼“这是连夜从内蒙古借的吧！”

“也就是黑龙江没有海，要不辽宁舰都不能闲着。”

哈尔滨的出圈也为整体带动东北旅游带来了机遇。

元旦假期后的第二天，来自广西的“小砂糖橘们”从哈尔滨抵达

漠河，给漠河官方直播间带来了百万流量；黑龙江省在新年感谢信

中，也推荐了一大波省内的其他旅游景点：“中国鹤乡”齐齐哈尔、中

国最北点“神州北极”大兴安岭、“中俄双子城”黑河……

原本还在嗑瓜子看热闹的辽吉网友开始纷纷喊话当地文旅局，

自发宣传家乡景点。“对不起了黑黑吉吉，我代表辽辽，得抢点土豆

子了。”“吉林只要把长白山云顶天宫打开，别说小土豆了，北方大柿

子都得去啊！”吉林、辽宁文旅官方也相继开始喊话“南方小土豆”

“广西小砂糖橘”，欢迎他们顺路来自家逛一逛、看一看。

“不到一个月，大家都在卷，城市服务、老百姓精气神，都发生了

巨大的变化。在饭圈，这叫红气养人。但其实，城市和人一样，有了

奔头，脸上眼里就有光亮。它在努力地抓住机会变更好，也希望四

面八方的来客都能开开心心。”有东北网友如此感慨。

城市文旅的“爆红”出圈，固然需要天时地利人和，但想要维持

“长红”却更难。

时间倒退半年，在2023年的夏天，“淄博赶烤”和贵州“村超”迅

速蹿红，引爆了当地的旅游消费，天津的跳水大爷也吸引了大批游

客前来围观。然而时过境迁，当热潮退去，市场回归理性，曾经火极

一时的“网红城市”也不免 要面对“人走茶凉”。

如何保持旅游热

度的可持续性，是对地

方文旅的大考验。在冬

“热”过后，哈尔滨又将如何

面对夏“考”？

总体来看，哈尔滨的旅游资

源十分丰富，除冰雪旅游外，其异

国风情的建筑夏季同样“出片”；同

时，作为全亚洲唯一被联合国授予的“音

乐之都”，哈尔滨的音乐元素是夏季旅游的

一大亮点；黑龙江乃至整个东北的旅游资源也

可为哈尔滨提供完善的旅游矩阵。

哈尔滨能否在夏天依旧赢得游客的欢心，尚

待时间来验证。但可以确定的是，机会从来都是

留给“有准备的人”，服务越贴心，游客就会越走

心，文旅业也就能在厚积薄发中迎来大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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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诚”必杀技 哈尔滨接到“泼天的富贵”

哈尔滨的“火”是全东北的热闹

冬“热”之后如何面对夏“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