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淄博：“老城市”想着法变年轻，“中等生”有奇招也能赢

一个“非典型”网红城市的网红之路

■解密网红城市流量密码

文/片 记者 郭春雨 李岩松

烧烤率先火出圈

最先火起来的，是烧烤店。
在淄博火车站，成群的大学

生背着包出站，手里拿着手机不
停在翻各种有关城市打卡的“热
门笔记”；火车站大厅里挂着“淄
博烧烤”的巨幅电子海报；每个出
站口都摆放着“淄博烧烤攻略”的
宣传页；公交车站口，司机在车窗
前摆着“烧烤专线”的指示牌。

才下午3点多，淄博“牧羊村”
的总店里就已经坐满了人。老板
杨本新一脸疲倦地坐在店里，给
菜单进行编号。

这样火爆的场景已经持续
了一个多月，天气好的时候，排
队的人看不到头，从店里一直延
伸到门外，到了停车场，队伍转
个弯，一直排到马路上。

“给你一个号，这也是你的
上菜顺序。”有客人来了，杨本新
递过去一张菜单，按照上面的编
号排队上菜。

“坐哪儿？现在能点菜吗？”
有客人找不到位置，杨本新的手
在空中漫无边际地一划拉，“自
己去找桌子坐。”

不光是杨本新的店铺火，整个
3月，基本上每一家烧烤店都是人
满为患。人多了，接待能力有限，店
里的每个人都是超负荷工作。

在一个巨大的不锈钢桌子
前，羊肉切块码成小山一样堆
着，十个穿肉串的阿姨每天从早
上7点多就开始不停地穿肉，仍然
满足不了流水一样的菜单。

在杨本新的记忆里，上次这
么火，还是2020年的麦田音乐
节。当时正是明星薛之谦最火的
时候，薛之谦到了杨本新的店里
就餐，并在第二天的演出中夸赞
淄博的烧烤美味。

今年3月生意再次爆火，杨本
新的第一反应是，“又开音乐节
了？”

没有明星过来，店里生意自
然地“爆”成这样，出乎杨本新的
意料，也让他有点招架不住。

“我们接待不过来。比如说服
务也跟不上，可以说是没服务了。”
杨本新说，为了避免排队过长，除
了有号的外，还会去劝排队的顾
客，“去别家尝尝，这里没肉了。”

不光是有明星打卡过的店。
在淄博，每一家烧烤店几乎都是
爆火——— 穿肉的师傅、烧烤的师
傅工资水涨船高，在3月份之前，
一个熟练的串肉工人，一小时的
工费是13元，短短一个月涨了7元
钱，现在是一小时20元；烧烤师
傅一个月工资开到8000多元，还
招不到。

这波“顶流城市”有多火？一
组数据可以给出答案。近期淄博
火车站一日到发5万人次左右，创
下近三年来的最高纪录。3月以
来，以“淄博+烧烤”为关键词的
相关网络信息已超28 . 5万条，平
均传播速度为10179 . 07条/天。
淄博烧烤话题播放量超13 . 8亿
次，微博话题阅读量超2 . 3亿次，
与淄博烧烤相关的播放量、阅读

量过千万话题均已超过10个。

跟着火起来的网红景点

城市被笼罩在热闹里，但本
地人没有答案。

对于淄博人来说，烧烤好
吃，但这些网红店都是“外地人
吃的。”具体哪家更好吃，其实差
别并不大——— 肉新鲜、调料足、
味道都差不太多。

一个店最重要的，可能就是
吃的氛围：几个朋友围炉烤肉，
刺刺冒油的小串再配上极具山
东特色的小饼和小葱，“急赤白
脸”地吃上一顿，价格比附近济
南、青岛等城市的消费都低。

炉子、小饼、小葱的“灵魂三
件套”，可能是淄博烧烤火爆的
原因之一。但跟着烧烤火起来
的，还有一些当地居民自己都想
不通的“景点”。在张店区东二路
上住了三十多年的张海没想到，
自己家门口的菜市场八大局早
市，也成了“网红打卡点”。

这是一片老单位宿舍楼，年
纪最大的楼是上世纪60年代建
成。斑驳的楼体见证了淄博昔日
的重工业辉煌。和很多城市的老
城区一样，年轻人陆续离开，只
剩下老年人在这里留守。

老人守着老街道，也带着老
味道，老楼、老人和老店。走进这
一片区域，感觉穿越到了十年前。
在菜摊和肉铺之间夹杂的服装
店，摆放的都是早已经过时的款。

“物价确实便宜，生活也很
方便。我早上在这儿吃一碗辣豆
腐，大碗2块5，加一个素火烧，1块
钱。3块5毛钱就能吃得饱饱的。”
张海说，“在这儿一个煎饼果子4
块，同样搭配的煎饼果子，别的
地方就得6块钱了。”

除了显而易见的便宜，八大
局早市还有个特点，就是卖的东
西比较齐全。跟很多老城区的市
场一样，菜肉蛋奶品类多，小吃
炸货也不少。但是要说特色，作

为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张海也想
不出还有什么特点。

打开社交平台，各种攻略都
是“一百块吃垮八大局早市”。琳
琅满目的店铺中“网红必打卡”
的地方，有淄博传统的炸肉店，
也有“牛奶棒”点心店。

在这场互联网海啸中，相比
一些视频博主带来的关注度，大
学生群体的自发宣传成为绝对
主力。这其中，从淄博的酒店业
里就能窥得一二。

“水晶街和大学附近的中低
端酒店都满了。高档酒店人也不
少，但是基本都能订到房间。”从
事酒店业的小满告诉记者，整个3
月份，自己所在的一家三星级酒
店客流量增长了大概四分之一，
而附近的快捷酒店在周末基本
都客满，“还是大学生最多”。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段子：
“山东的大学生，一部分在泰安
爬泰山，一部分去济南看趵突
泉，一部分到青岛蹦迪，还有一
大半去淄博吃烧烤。”

济南到淄博通行非常方便，
高铁往来频繁，从济南东坐到淄
博北，最快仅需22分钟。

作为“吃烧烤大军”中的一员，
在潍坊青州读大学的李乐乐和室
友早上6点就起床，一个小时化妆，
半个小时赶路，赶7点半的火车，只
需要19分钟，就能到达淄博站。

“我也没吃过，但是网上都
说这里好吃。”李乐乐说，对于淄
博的了解，自己仅限于社交媒体
上的各种视频。计划用一天的时
间对各个网红店进行“打卡”，晚
上赶最晚一班火车回校。

这样来去匆匆的打卡式“一
日游”，或者蜻蜓点水一样的“两
日游”，成为此次大学生淄博之旅
的主要方式，甚至为此有个新名
词：“特种兵式旅游”，意为“快速”。

爆红原因的不同“版本”

和社交网络上的爆火相比，

真实的淄博，其实并不“网红”。
淄博现代工业历史已有100

多年，是全国唯一涵盖资源枯竭
城市、独立工矿区、老工业基地
三种类型的城市。

以重工业见长，化工、建陶、
医药、纺织等传统产业曾是淄博
的立市之本，传统产业在淄博经
济总量中的占比一度高达70%。
尤其是石化冶炼产业，虽然一直
在转型，但化工产业经济总量依
旧占据着淄博全市工业经济总
量的近40%，是淄博工业第一支
柱产业。

相对于山东的其他城市，如
济南、青岛、烟台，淄博在省内的
存在感其实并不算强，以其2022
年经济总量全省排名第7来说，属
于不温不火的“中等生”。

“中等生”淄博为啥突然火了？
记者采访期间，不同的人给

了不同的版本。张店区的一位政
府工作人员觉得，这次爆火，是
因为淄博一直在“努力”，淄博之
前不仅多次组织音乐节，还在去
年7月和今年2月，组织很多高校
学生赴淄博进行深度体验，一系
列的“组合拳”，打造出“网红效
果”。

在众说纷纭中，“厚积薄发
说”更为现实。“这里面既有偶然
也有必然。”一位淄博的资深媒
体工作者告诉记者，淄博热，是
疫情后消费和旅游复苏热潮中
的一个缩影。这股热潮之所以能
够落到淄博，也是因为长期以
来，淄博都在转型中努力追求

“年轻化”“宜居化”。
一个小案例是，自2021年

起，淄博就针对年轻人需求，围
绕快乐生活、成就事业命题，聚
力打造“好学、好看、好吃、好玩、
好创业”的“五好”城市。

不仅如此，一座“硬核”工业
城市，为了吸引年轻人，从软件
上也下足了功夫：非淄博户籍且
大学专科及以上学历者，可享受
在淄博青年驿站每年三次、每次

两晚的免费入住。市外高校在校
大专及以上大学生参加该市实
习、游玩、访友、探亲等活动时，
可享受每年四次、每次五天的半
价入住。

多方发力“留住”流量

自3月份淄博烧烤“火了”以
来，突如其来的流量并没有让淄
博慌乱，淄博政府迅速反应，仅
一周多时间，相关部门的一系列
服务配套措施就纷纷出台：设置
淄博烧烤名店“金炉奖”、成立烧
烤协会、绘制淄博烧烤地图、开
设21条烧烤定制专线，让游客可
以“上车休息，下车开吃”。政府
还安排了志愿者为往返旅客提
供交通住宿等咨询服务，增派执
勤人员维护烧烤摊点、大排档的
治安秩序。

覆盖全市的38处青年驿站，
供符合条件的学生半价入住或
免费入住。

为了让“流量”变成“留量”，
形成长尾效应，淄博市文旅局也
趁势推出了“春光正好，淄博烧
烤”文旅产品、景点免费开放日
活动等，蹭一波热点，顺势开展
淄博的城市营销。

在民间，记者也随时感受到
淄博的热情。

打车的时候，见记者是外地
人，每一个出租车师傅都努力向
记者滔滔不绝地推荐淄博最近
兴起的“必打卡地”：海岱楼、陶
瓷琉璃博物馆。

晚上8点左右，正是店里人
最多的时候。正味烧烤的老板刘
静拿着话筒，当自愿的“城市宣
讲人”。“我们淄博不仅有烧烤，
还有蒲松龄故居、红叶柿岩景
区、齐文化博物馆、周村古商城、
原山森林公园，我们还是齐国故
地，有很悠久的文化。”顾客响起
的掌声里，刘静看着有点紧张，
但眼睛闪闪发亮，“我们淄博的
菜，实惠；淄博的人，实在。欢迎
大家来淄博吃，来淄博玩。”

对于淄博市政府来说，把
“流量”变成“留量”，是城市转型
发展的一次契机；对于普通的民
众来说，可能只是朴素的想法：

“别让外地人觉得淄博不好。”
在记者采访的时候，出租车

司机、酒店工作者、餐饮从业者，
听记者打听“哪里热闹”，都会搜
肠刮肚地告诉记者，“哪个店好
吃”“你点啥”“从哪个路口进”；
问起哪里有“坑”，会得到义愤填
膺的回答，“这是给我们淄博人
脸上抹黑。”

“火了”之后，市民也有不同
的烦恼。家住“网红打卡地”八大
局早市的张海说，为了给外地游
客腾地方，小区里周末不让进车
了。因为是老小区没有物业，政
府安排了一些志愿者和工作人
员前来维持秩序；为了保证游客
的道路安全和体验感，禁止车辆
周末进出。

“我也不知道得火到啥时
候，人多了是挺麻烦的。”张海
说，“但是人外地来咱淄博玩，咱
就自己麻烦点，不能让人家说出
咱不好。”

淄博火了。整个3月份，淄博都成为互联网上的霸屏热词。“坐着高铁来撸串……”成为这座城市
的现象级场景之一。

相对于山东的其他城市，淄博2022年经济总量在全省排名第7，属于不温不火的“中等生”。可是
为什么偏偏就是“中等生”淄博突然火了？

作为淄博美食聚焦地，澜溪小城的“烧烤路牌”也受到网友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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