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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水之后会是谁？“文旅热”如何热得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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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2日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
悉，最高检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近
日对2024年检察机关常态化开展扫
黑除恶斗争工作作出具体部署，对不
断提高扫黑除恶的法治化、规范化、
专业化水平提出明确要求。

最高检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
办公室负责人介绍，今年要加强重点
领域、重点案件的办理，保持依法惩
治力度。要协同参与“检察护企”专
项行动，聚焦金融放贷、工程建设、市
场流通等经济领域，重点打击惩治侵
犯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非法高利放
贷、恶意阻工、插手企业经济纠纷等
涉黑恶势力，依法惩治严重破坏营商

环境和经济金融秩序的黑恶犯罪，深
挖严查涉黑洗钱犯罪，维护公平公正
的经济秩序。要完善办案机制，重点
解决涉企黑恶案件准确认定问题，提
升案件质量。

在提升办案质效方面，最高检要
求，要深入推动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
督，加强线索发现核查以及风险排
查，对黑恶组织惯常实施的犯罪的警
情、线索、案件，重点审查、串并分析、
建模深挖，及时发现掌握“乱生恶”的
动向和“恶变黑”的线索、信号，监督
督促公安机关及时查处、查深查透。
并且，要持续完善省级人民检察院统
一把关机制，继续开展落实情况督导

检查，压实把关责任。
为了防范整治行业领域涉黑恶

犯罪，最高检要求，要坚持“标本兼
治”，持续加强行业治理整顿和综合
治理。要立足检察职能，坚持以案促
治，结合办理的涉黑恶案件，用好检
察建议机制，开展黑恶势力犯罪破坏
营商环境调研，持续巩固深化征地拆
迁、矿产资源、信息网络、金融放贷、
市场流通、交通运输、工程建设、教育
医疗等重点领域整治成果，定期开展
检察建议回头看，配合职能主管部门
构建防范黑恶势力长效机制。

（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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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了26年店，像现在这样一天
接待七八百位外地客人还是破天
荒。”天水海英麻辣烫老板娘哈海英
说，店门口从清晨6点排队排到晚上
9点，麻辣烫的竹签每天要用成千上
万根。

天水麻辣烫火了之后，各地游客
涌向这座西北古城，品尝美食的同
时，打卡麦积山石窟、探游伏羲庙、观
赏千年古柏……

坐高铁进“淄”赶“烤”、榕江“村
超”全网关注、“尔滨”现象火爆、天水
麻辣烫走红……近两年，地方文旅接
续“出圈”，一个个 IP涌现，“网红”持
续上新。透过这波热度，也可以明显
感受到文旅对消费的撬动力量。

数据显示，3 月 1 日至 26 日期
间，天水市累计接待游客 353.6万人
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0.5亿元。

无独有偶，哈尔滨春节假期8天
接待游客1009.3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达 164.2亿元；榕江“村超”去年获得
数百万人次到访和数十亿元旅游收
入；淄博 2023年实现国内旅游收入
约630亿元，同比增长68.42%。

据文化和旅游部测算，去年全国
国内出游人次 48.91亿，出游总花费
4.91万亿元。今年春节长假，全国国
内旅游出游4.74亿人次，总花费超过
6300亿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
培育文娱旅游等新的消费增长点，大
力发展文化产业。近期，一系列释放
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利好政策举
措出台。

甘肃省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
长把多勋认为，大家的消费需求越来
越多元化和个性化，关注点可能是某
个著名场景、特色美食、极具烟火气
的生活体验和多彩的文化展示，大城
小县都有“出圈”的机会，文旅消费可
挖掘的空间巨大。

“文化和旅游、诗和远方已经成
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
内容。”文化和旅游部部长孙业礼在
今年两会“部长通道”上表示，文化和
旅游产业链长，收益面广，涉及各行
各业，文旅可以“加”百业，百业也可
以“加”文旅，百业只要加上了文旅，
既带来了人气，又开辟了财源，就会
出现人财两旺的好势头。

文旅热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记者梳理最近一年的“出圈”之地发
现，这些地方无一例外凸显出底蕴、
特色和实诚劲儿三个关键词。

丝绸之路重镇天水，位于陕、甘、
川三省交界处，是“羲里娲乡”，秦人
在此放马、建都，蜀魏在此拉锯争雄，
东西文明在此交汇，“中国四大石窟”
之一的麦积山石窟坐落于此。

“冰城”哈尔滨，冰雪文化底蕴深
厚，是冰雪运动爱好者的首选之地；
索菲亚大教堂、哈尔滨火车站等建筑
极具异域色彩；被联合国授予“音乐
之城”称号。

齐风古韵、蒲翁故里、陶琉名
城……淄博同样拥有深厚扎实的
人文基因，所辖临淄区是春秋战国
时期齐国国都，灿烂的齐文化给淄
博留下了厚重的历史文脉。

“多地走红的背后，是厚重的城市
底蕴和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也是

延长‘流量’的重要支撑。”把多勋说。
从哈尔滨的雪花到上海的繁花，

从泉州的簪花到三亚的浪花，从天水
的麻辣烫到淄博的烧烤……无论东
西南北，各地的“火热”都离不开具有
高辨识度的本地特色。

油泼辣子的鲜香和手擀粉的爽
滑成就了别具风味的天水麻辣烫，小
饼烤肉加蘸料组成了淄博烧烤“灵魂
三件套”，特色美食成为解锁城市文
化地图的一把钥匙。

现场观众拿着锅碗瓢盆助威呐
喊，比赛奖品是本地香猪、香羊、小香
鸡等特色农产品，村民身着民族服饰
进行拉拉队表演……榕江“村超”以
溢出屏幕的农趣农味和群众发自内
心的热爱，打动了网友的心。

感人心者，莫过于诚。实诚劲儿
也是多地火爆“出圈”的必杀技——
热情、真诚和贴心服务一以贯之。

服务主打一个“实”。在天水，爱
心车队暖心迎来送往，行李寄存点设
置及时、考虑周到。哈尔滨及时关注
游客留言投诉，接诉即办，道歉整
改。淄博严明要求明码标价、诚信经
营，向缺斤少两说不。

“网红”之后，如何留住文旅热
度，将短期“流量”现象转化为长期

“留量”经济？这成为多地城市管理
者的探索课题。

记者近日在淄博曾经的热门打
卡地八大局市场采访发现，部分“网
红”烧烤店已更换招牌，销售体现民
俗文化亮点的产品。不久前，淄博举
办首届萝卜糖球民俗文化节，精品百
货、特色美食、变脸、打铁花等非遗表
演，带来视觉与味觉双重享受。

随着“尔滨”爆火，冰雪大世界
AR冰箱贴、索菲亚教堂蛋糕、大雪人
甜品、“恋上哈尔滨”立体贺卡等各类
文创产品一道“出圈”，不仅包含着地
域特色、奇思妙想，更有科技赋能、IP
加持。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
想形成持续关注，要在城市形象塑
造、旅游设施建设、特色文化推广等
多维度发力，充分挖掘地域文化特
色，因城施策，打造个性化的城市
IP。“与其追逐表面上的浪花，不如把
河床打得更坚实，打好自家特色牌，
让城市 IP的吸引力更细水长流。”

在陕西西安的沉浸式街区，游客
“变装古人游长安”；在广西阳朔，依
托喀斯特地貌打造的攀岩节让运动
休闲融入山水观光；住进莫干山乡村
民宿体验农趣、享受慢生活；走进三
星堆博物馆看数字化技术助力古老
文物“活”起来……当旅游产品和服
务愈发丰富优质，文旅热就不再局限
于“眼球”经济。

千招万招，关键在于落实，接好
接力棒。今年年初，全国各地的文旅
部门纷纷通过社交媒体平台为自己
的城市宣传推介，输出创意短视频、
喊话明星为家乡“上分”。

戴斌认为，当“流量”来了，除了
打造消费场景，更要守护市场秩序，
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同时防止短期
过度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互联网用户的需求是不断变化
的，要持续跟踪、把握变化。黑龙江省
文旅厅副厅长齐斌说，要进一步做好
消费市场调研、消费热点跟踪和消费
心理预测，将“流量”转为核心竞争力。

（文静 杨思琪 张武岳）

依法惩治重点领域黑恶犯罪
最高检作出新部署

一个城市的历史遗迹、文化古迹、人文底蕴，是城市生命的一

部分。

甘肃天水凭借麻辣烫“出圈”，短短20多天实现旅游综合收入超20
亿元。权威数据显示，去年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接近5万亿元。

从淄博烧烤到贵州榕江“村超”，再到“尔滨”冰雪，一些地方呈现

出文旅火爆的态势，更多城市管理者开始探索文旅大市场的新活力。

“网红”城市上新，
文旅消费的潜力有多大？

底蕴、特色、实诚劲儿，
一个都不少

将短期“流量”现象
转化为长期“留量”经济

4 月 2 日，茶农在贵州省石阡县
龙井仡佬族侗族乡枫香坪村采茶。

清明节将至，贵州省石阡县龙井
仡佬族侗族乡枫香坪村茶农抢抓农
时，采摘春茶。

贵州省石阡县被称为“中国苔茶
之乡”。截至目前，全县茶园面积
43.6万亩，茶产业已成为当地乡村振
兴重点产业。 姜贺轩摄

明前采茶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