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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年初五上午九点，我与两位好友，驾车前往
天津。

去天津怎能不吃老味儿菜？于是此行第一
站，我选在了做传统天津菜的益发顺。到店时才
过上午十点半，按大部分人的习惯，此时还远远没
到午饭时间，然而店门口排队等位的人群让我们
呆愣在当场，取完号得知，前面还有22桌。

“咱还等吗？”“等吧，这么多人排队味道肯定
不差。”

干等不是年轻人的风格，再加上坐了一个多
小时车略感疲倦，一行人便决定先去附近转转。
道路两侧的车位爆满，除了天津本地的车，就属京
牌最多，同一位先生交谈后得知，他姓马，是附近
的居民，聊到游客时，马先生满脸笑意，“去年春
节还没那么多人，狮子林桥的跳水大爷带火了天
津文旅，从夏天到现在，火热度就没下来过，从北
京来的尤其多。天津的人气越来越旺，欢迎你们
常来！”

告别马先生，回到益发顺已是中午十一点半，
正好排到位。按餐厅工作人员的推荐，我们点了3
样招牌菜：红烧牛窝骨、八珍豆腐和芥末虾球，每
样菜都与北京的口味不一样——红烧牛窝骨软烂
入味，胶质的肉筋粘糯而不失弹性，搭配的土豆和
胡萝卜被肉汁浸泡到位，肉香四溢；芥末虾球香甜
可口，后味略带辛辣，每一颗虾球都有至少两只整
虾，给人以实实满足感；八珍豆腐更是天津专属，
八种山珍海味做的烧汁浇在豆腐上，激发出独特
的海河风味，配上米饭，给个神仙都不换。

吃饱喝足，精神抖擞。来天津的下一站必是
“City Walk”。从天津鼓楼出发，灯会市集最先映
入眼帘，中国龙造型彩灯伴着鼓楼，古今风貌在此
碰撞出浓浓年味，老北京水爆肚、天津绿豆焖子、
武汉热干面、云南罐罐烤奶……市集现场各地特
色小吃云集，色香味俱全。彩灯、美景、美食，鼓楼
灯会市集满是人间烟火。

继续朝着海河的方向前进，古文化街的滚滚
人流让我再次震撼，已多年未曾感受摩肩接踵的
我竟不知从何处进入。与鼓楼灯会不同，这里主

打天津本地文化。充满古韵的老街红灯笼高挂，
杨柳青木版年画、桂发祥十八街麻花、泥人张、崩
豆张等天津老字号门口大排长龙，茶馆里相声艺
人包袱不断，观众阵阵笑声不绝于耳。

穿过古文化街，蜿蜒海河展露眼前。站在海
河畔，略带潮湿的风轻抚衣襟，耳边不时传来海鸥
的声音，偏头一瞥是异域风情的小洋楼，向远处眺
望是地标般的天津之眼，低头看向安静的河面，方
才的喧嚣早已远去……多元包容、安逸自在，这样
的天津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

天津为什么火？您来转转就知道了。

哈尔滨的冰雪、淄博的烧烤、通州的“三大”、天津的“老味道”，怎么就一下突然火出了圈？这个春节，本报记者也和大家一样，带着共同的疑问，满怀期待
回到自己最红的家乡，来到最火的景点，采撷民风年俗，邂逅文创元素，讲述身边故事，聚焦家园新潮。我们发现，红有红的道理、火有火的缘由，当现代与传
统碰撞，当关爱与用心加持，当他乡与故乡融合，你不想红，你不想火，似乎都不行，哈！

为什么红？我告诉你！

“人太多了！”大年初一，站在“尔滨”街头，无论
预先做了多少心理建设，还是会忍不住发出这样的
感叹。层出不穷的热梗、热帖，造就了哈尔滨持续近
百日的高位流量，继而不断转化为现实世界中乌泱
泱的游客。

7 岁的女儿、山东的公婆，都没有见过东北的冬
天，这些年，父母也仅在夏季回乡小住，今年春节一家7
口一起来哈尔滨，是早就计划好的。不料与“顶流”不
期而遇，全家人的返乡，也带上了几分好奇与忐忑。

即便不去刻意留心，“尔滨”的体贴也俯拾皆是，
宠溺式服务成为标配。地铁里，满是对“仙女宝宝
们”的提醒：“脸冻了别着急用热水洗，雪也别往脸上
蹭。”街边店铺贴出告示，欢迎游客进店取暖休息、充
电、喝姜糖水。从游客角色，我们体验到了“滨”至如
归的关爱氛围。切换为当地人视角，也更能理解各
个行业包括普通市民看重并珍惜游客青睐的那份诚
挚热情。

对回到家乡的“尔滨人”而言，将当下“网红”情
境与记忆对比，寻找那些新奇变化，其实更有乐趣。

围观着索菲亚教堂前盛装拍照的“公主”，本地
人兴致勃勃地讨论，“以前咱咋没发现能这么拍？”红
肠从来都是切片直接吃，何曾有过加热的待遇，成了
遍布街头巷尾的“烤红肠”？好奇之下买了一根，肠
身切出花刀，搭配马迭尔面包还挺美味。最令我们
震惊的，还要属从表姐口中听说的爆火“景点”——
在冰雪大世界附近江面上，留存了很多采冰剩余的
材料，引得“小金豆”疯狂打卡。

“剩余材料……”大家面面相觑，“大冰碴子？”
“啥呀，人家那叫钻石海！”表姐给我们翻看社交平台
上的照片，一望无际的晶莹碎冰反射淡蓝幽光，真似
宝石一般。母亲发表总结，“所以说，出来玩就得有
发现美的眼睛。”

分不清是谁先酝酿、谁又跟上，冬季的“尔滨”犹
如一座游乐园，天南海北的人们变着花样体验打卡，
对“尔滨”进行“再创作”。冰变为宝，雪化作金，一江
两岸，满城欢歌。

新春走基层

今年淄博的春节格外热闹。车水马龙的路上
不再是清一色的本地“鲁C”车牌，来自山东其他
城市和北京、河南、东北等地的车辆随处可见；过
去春节期间歇业的景区张灯结彩，游人络绎不绝；
街边烧烤店一座难求，商家们不再歇到正月十五
之后再陆续营业。烧烤爆火的热度降温后，淄博
仍然有条不紊地接待着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透
过浓浓的烟火气，齐国故都的文化底蕴逐渐显现，
百年老工业城市正焕发出新活力。

正月初一下午，网红景点八大局便民市场游
人如织，人们聚在入口处拍照打卡。向里走去，炒
锅饼、博山炸肉等特色小吃阵阵飘香。去年五一
假期，这条贯穿几个老居民区的小街曾创下单日
20万人次的客流高峰，如今虽不至于限流，街道上
也人头攒动。经过半年多时间的调整优化，奶茶、
烤肠等同质化小吃少了，陶瓷、琉璃、丝绸等在市
场里占了主角。

博山区的陶瓷和琉璃、周村区的丝绸，是彰显
淄博历史文化积淀的瑰宝。一家陶瓷摊位里，游
客低头赏玩着茶壶和碗盏，工作人员忙着拿货，在
稍显局促的空间里有些转不开身。“我们这是第二
次来淄博玩了。”一家来自河北的游客告诉记者，
去年赶着周末来淄博吃了顿烧烤，这回趁春节假
期时间充裕，再来好好逛逛。

八大局便民市场，是当地居民日常购物爱去
的地方，人们在这里买菜买肉、剪头发、扯布做衣
服，既方便又便宜。过去每到春节，忙碌一年的商
贩们大多回家过年，绝大多数店铺放下卷帘门，一
直要等到正月初八甚至过了元宵节才重新开张。
如今，老市场摇身一变成了网红景点，增加文旅属
性的同时，保留便民服务的基本功能，成为游客融
入淄博日常生活的一扇窗口。

过去二十年间，淄博西部新城区开始崛起，
高端社区相继成熟，各项配套逐步完善，展现出
不同于老城的崭新面貌。成为网红城市后，新
城区齐盛湖公园里的制高点海岱楼、开在海岱
楼里号称“中国最美书店”的钟书阁，都成了游
客口口相传的必去景点，也成为代表新淄博的
一张时尚名片。

“在古代，河南一带被称为中原地区，海岱地
区指的是如今的山东半岛。海岱楼因此而得名。”
公园里，从北京自驾来游玩的一家三口正在拍照

留念，父亲给孩子讲解着。
近些年，淄博开始经历从工业城市向旅游城

市的转变，从基础建设到文化软实力，城市变化日
新月异，当地人也乐在其中。正月初五傍晚时分，
人们在钟书阁入口处排着长队，店内大量拱形结
构搭配大面积镜面十分出片，精美的文创产品琳
琅满目，除了游客，许多当地居民也喜欢到这儿来
游玩。

对于外地游客而言，烧烤不再是淄博唯一的
吸引力。老城的烟火气与新城的精致潮流相呼
应，好客山东的礼仪与齐国故都的文化传承让这
座小城独具魅力。烧烤“点燃”了文旅之火，这座
百年老工业城市正焕发出全新活力。

黑龙江哈尔滨

顶流“尔滨”有了新玩法
本报记者 魏婧

位于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三大
文化设施，自去年年底开业后便成为网红顶流打卡
地。初七下午 3点，本以为游客会少一些的我却发
现，进入P12停车场的车辆已在上码头路上排起了
百余米的队伍。

好在，今年年初北京公交集团在节假日期间开
通了P12停车场至三大文化设施的摆渡车，这才让
我能够快些抵达。登上摆渡车，车上人流量堪比早
高峰。好不容易走到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入口，我
发现自己还是低估了这里的火爆。博物馆我每周都
要来，然而在初七的下午3点半，入口前排起了长长
的队伍，游客们需要穿过隔离带才能进入博物馆。
此时的博物馆内，所有闸机通道全部开放，多组工作
人员为没带身份证的参观者登记信息。

一座博物馆，展览一定是核心，前来参观的游客
们进门直奔主楼二层。“二层从 3展厅开始看，能看
到运河从春秋战国，到隋唐，再到元明清，最后到如
今的发展历程。而且有不少珍贵的国宝呢。”这是周
先生带着家人第二次来这里，他说位于主楼二层的
基本陈列展示了运河的前世今生，这样系统地展览
能学到很多东西。

除了基本陈列，主楼三层还在春节期间开了两
个新展。其中北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拿出了瓷器、青
铜、玉器与绘画共四种，161件（套）文物，这也是北
京市文物交流中心成立60余年来首次办展，不少文
物也是首次向观众展示。其中出土于红山文化的玉
猪龙占据了展览的C位，这件距今6000余年的龙形
文物被誉为龙的最早雏形，虽然与大家意识中的龙
尚有差距，不过其憨态可掬的外表，还是让参观者驻
足了好久。

而在另一个展厅中，故宫博物院拿出了近 120
件颜色釉瓷，把展厅打扮成五光十色的世界。这对
于孩子们有很大的吸引力，不少孩子会拉着父母一

件件地看，并缠着爸爸妈妈给他们找龙。“找到了！”
展厅出口传出高兴的声音，这是一件清雍正年间的
乌金釉描金云龙纹高足杯，上面刻着一只腾云驾雾
的五爪金龙。

春节期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的文创家族再添
新员，小朋友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动手能力，制作
各式各样的手提小灯笼。其中有独占鳌头寓意的鳌
鱼灯笼和鱼灯送福的锦鲤灯笼最受欢迎。年龄大一
些的孩子更喜欢挑战考古盲盒，利用各种工具，将深
埋在胶土中的文物清理出来，十分有成就感。

在不少游客眼中三大文化设施更像是一个整
体，上午在图书馆看看书，下午在博物馆看看展，晚
上再去看场演出，度过文化气息相当浓厚的一天。
游客周先生所说，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可以看到大
运河的前世今生，这样系统的展览在北京其他地方
是没有的，对于历史爱好者而言无疑是盛宴。而在
春节期间，北京公交集团还在现有通州专线基础上，
开通了金蝉西路和焦庄桥西前往三大文化设施的通
游新春专线，更吸引了不少游客。

山东淄博

烧烤不再是唯一名片
本报记者 杨天悦

街坊天津

多元包容安逸自在
本报记者 陈节松

北京通州

三大是一个整体不分彼此
本报记者 张群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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