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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 城 ，好 日 子 正 拉 长
天山下，月色中，烟火正升腾。

在新疆国际大巴扎，慕名而来的游客感受

城市脉动、领略民俗风情，也可能只为品一串新

疆烤肉⋯⋯仔细打量乌鲁木齐，你会发现，其海

纳百川的开阔胸襟，涵养出一种极易与外来者

产生共情的独特气质，汇聚了浓郁的烟火气。

古时，这里是丝绸之路上“优美的牧场”；如

今，这里是方圆 1500 公里最大的城市。地处亚

欧大陆腹地的乌鲁木齐，集西北边城、新疆首

府、丝路明珠、中亚名城于一身，在多元文化滋

养下，热情、乐观、包容、好客等人文基因深深烙

印在这座城市的血脉，虽然远离大海，却有着海

一样的胸怀。

本真的生活

人们对烟火气有着不同的解读，有人说，烟

火气是烧烤、炖煮食物的气味，市井生活的滋

味；也有人说，烟火气是旺盛的经济活力，蓬勃

的生活气息；还有人说，烟火气即宁静祥和的氛

围，是洋溢着打动人心的温情。但无论哪种解

读 ，乌 鲁 木 齐 都 称 得 上 是 一 座 烟 火 气 十 足 的

城市。

在 乌 鲁 木 齐 走 街 串 巷 ，不 时 会 飘 来 烤 肉

香。无需繁杂的烹饪方式，店家只是将一串串

肥瘦相间的羊肉，放在火上翻烤，再撒上一点

盐，香气便扑鼻而来。用当地话说：味道攒劲

得很！

在乌鲁木齐这座“吃羊重镇”，吃肉讲究原

味，不仅是烤肉，炖手抓肉、煮羊肉汤往往也只

需一把盐，倘若有人加入各种五花八门的调料，

或是加工程序复杂，常会遭到质疑：白瞎了这么

好的羊肉！难道肉本身的味道不够鲜美吗？！

“做 羊 肉 嘛 ，现 杀 、现 煮 、现 吃 最 好 ，最 鲜

嫩！”有 30 多年经验的老厨师普拉提·热合曼烹

饪水平一流，“几乎每天都炖肉”。他说，“新疆

炖羊肉的做法一定是最简单的，一堆火、一锅

水、一把盐就够了，全靠多年的经验”。

在乌鲁木齐从事水果批发生意的刘宏生，

特别喜欢吃羊肉。“水果生意与烹饪羊肉有共同

点，就是要保鲜，留住原始的味道。”平时，刘宏

生一般以缸子肉做午餐。这道菜可视为清炖羊

肉迷你版，做法是在上世纪 80 年代常用的搪瓷

缸子中放一块羊肉，再加入两三块胡萝卜，以慢

火煨炖，待肉熟至软烂时加一点盐，便可享用

了。一份缸子肉配一份干馕，便是一份传统午

餐，适合一人食用。

“简单、直爽，追求本真”，在乌鲁木齐，烹饪

羊肉的方式折射出这里人们的个性。普拉提·

热合曼觉得，不管烤也好、炖也罢，都要体现一

个“真”字，以真心和真食材、真手艺，烹饪出真

味道。

但最近两年，细心的刘宏生发现，自己的生

意和午餐都在悄然变化，经销的水果种类更丰

富了，新疆产的西梅、樱桃成为“后起之秀”，受

到客户青睐；缸子肉的吃法也在变，除了传统的

胡萝卜，恰玛古、鹰嘴豆、玉米、栗子、黄芪、虫草

花等也加入“羊肉伴侣”行列，甚至还有玫瑰花。

包装上体现得更直接。刘宏生说，以苹果

为例，过去以大纸箱子为主，现在流行能够避免

果实间磕碰的扁型箱，设计精巧、方便携带的小

包装、迷你装更为流行；盛装缸子肉的缸子，有

复古型、简约型，还有杯身上写着暖心话语的文

艺型，食物和句子都令人回味。

烟火气浓，经济繁荣。刘宏生发现，人们的

思维理念已悄然变化。过去，乌鲁木齐产业发

展方面也一度以“原字号”为主，产品实实在在、

设计上简简单单、包装上平平淡淡，导致了市场

上磕磕碰碰。如今，当地已基本告别重田间轻

车间、重经销轻营销、重生产总量轻科技含量的

老路，畅销品类越来越多。乌鲁木齐作为全疆

工业制造和商贸服务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

心区“一港五中心”主要承载地，我国向西开放

的陆路桥头堡地位日益巩固。

如刘宏生所言，当下，边城浓郁的烟火气

中，各种美食用料依然实在，但做法更精致了，

小烤肉、方便馕等愈发受青睐；原料也更为丰

富。这不，今夏以来新疆海鲜就火了起来，“游”

出盐碱滩，“游”向大市场。

涌动的活力

清晨，当太阳刚跳出地平线，乌鲁木齐地窝

堡国际机场就迎来繁忙时刻，候机厅内熙熙攘

攘，一架架客机迎着朝霞飞向远方；此刻，位于

会展中街的鑫巴曼薄皮包子店飘出氤氲蒸汽，

肉香夹着奶茶香。深夜，各路航班密集进港；河

滩路依然车流滚滚，流动的灯河起起伏伏，成为

一道独特风景；摩界文创旅游园里光影交错，各

类店铺迎来当天最后一拨客人。

清晨和深夜，是离生活最近的时刻，也是观

察一座城市活力，感悟烟火气的绝佳时段。因

时差缘故，夏日的乌鲁木齐在晚 10∶30 后，太阳

才会收起余晖；在歌舞之乡，热情的舞步、欢快

的旋律，也会把日子“拉长”。在贡米巷，在天津

路，在和田街，在各处美食“集结地”，飘香的美

食配以曼妙的歌舞，构成了独特的烟火气，尽显

边城蓬勃的生机，涌动的活力。

在“拉长的日子”里，午饭一般在 14∶00 左

右开始，晚餐则要等到 20∶00，外地游客因此常

问：咋总也不开饭？！而习惯了在“拉长的日子”

生活的乌鲁木齐人来到内地，面对 11∶30、18∶00

这样的开饭时间，则会质疑：“怎么总吃饭啊？！”

早上按北京作息时间起床，晚上按乌鲁木

齐作息时间休息，即使在“拉长的日子”里，导游

马春慧也总感叹时间不够用，“感觉今年一直

在跑”。

今年，来感受新疆的人越来越多。生动的

乌鲁木齐进入冬季，各景区依然保持热度，在新

疆国际大巴扎，特色餐馆里的歌舞表演也是一

道大餐，让客人品尝音乐的“味道”；店家现做现

卖，他们身随乐动，有节奏地翻炒，常引人驻足，

欣赏美食的“旋律”。广东游客李安宁说，在乌

鲁木齐，美食与歌舞均不可辜负，筷子动起来，

舞蹈跳起来，就很难停下来。

“现在人们去旅游，不再只是简单地吃喝玩

乐，而更注重对自然地理、风土人情的深度体

验，在这方面，新疆具备独特优势。”马春慧说，

新疆民俗风情自带流量，时差上带来的作息差

异感也颇具魅力，“来新疆，到乌鲁木齐，只有一

次和无数次”。

基于被“拉长的日子”，乌鲁木齐今年推出

“26 小时探秘之旅”，包括登山赏花、音乐歌舞、

欢乐亲子、丝路文化、时尚美味、乡村休闲六大

主题 12 条精品线路，囊括了全市各大景区公

园、文化场馆、特色街区、露营基地、红色场馆、

特色小镇，延长了边城旅游旺季。

与以往不同，马春慧今年带游客去了许多

新景观，让游客既触摸传统边城，又感受当地时

尚的一面。近年来，乌鲁木齐一些闲置的锅炉

房、堆煤场，变身文创园；旧厂房成为餐饮街区；

摆渡车换装为“音乐巴士”；街区空地被改造成

“集装箱小镇”；社区角落

变脸为时尚潮铺；老旧街

区升级为创业园⋯⋯新近

打造的西游不夜城，荟萃美

食与民俗歌舞表演，将为边

城再新增一处打卡地。

加强基础设施、提升服务水

平、搅热旅游市场！统计显示，乌

鲁木齐地窝堡国际机场吞吐量已超

2019 年同期，中秋国庆假期一过，即实

现年内突破 2000 万人次；年初以来，中国

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公司已开行旅游专列

135 列。今冬，新疆将打造“热雪节”超级 IP，引

领冰雪旅游消费潮流，让冰雪旅游热气腾腾。

“长达 5 个月的雪季又到了，‘冰雪+民俗’

‘冰雪+节庆’‘冰雪+度假’等旅游模式肯定会

吸引不少游客，今后会更忙，‘26 小时’都不够用

啦。”马春慧说。

发展的厚度

在乌鲁木齐生活，有一个词令人印象深刻：

“儿子娃娃”，是当地人夸赞男性的土话，说明该

男子热情、有担当、说话算数。如果形容这里的

人，则常会用到热情、大气、包容、乐观、温暖等

词汇。

有着鲜明个性的乌鲁木齐，乍一看，给人的

感觉并不惊艳，但耐看、耐品、耐咀嚼。沉下心

来感悟，便会迷恋这里足以抚慰每一名异乡人

的烟火气，迷恋弥漫在这座城市朴素的温情。

植根人文沃土，乌鲁木齐大力挖掘和弘扬

“好人文化”，以温暖的力量塑造城市核心竞争

力。当地开展了最美人物推荐、身边好人评选、

道德模范评选以及新时代好少年选树等活动，

引导人们用爱去呵护自己生活的城市，用善良

去温暖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发奋斗的热情，传递

朴素的温情。

城市有温度，发展有厚度。这种温暖的力

量，正转化为城市品格、发展软实力，成为招商

引资金字招牌。眼下，一批特色鲜明的新兴产

业在乌鲁木齐拔节而出、茁壮成长。一名外地

客 商 的 话 颇

具 代 表 性 ，

看 中 这 里 良 好

的区位优势，不断改善的营商环境，更看中这里

实实在在的做事风格，可以说是始于颜值、忠于

品格、陷于气质。

落户乌鲁木齐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多年的

德蓝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行业领先的环

保企业，公司董事长曾凡付说，当地让助企惠企

政策措施及时落地、落实，以营商环境之“活

水”，培育企业发展之“大鱼”。

“人们大多热心、真诚、善良，让人温暖和感

动，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总能给人一种力量。”曾

凡付今年申报建立新疆非常规水资源开发产业

创新研究院，希望能吸引更多行业专家人才来

到这里，聚拢更多资源。

感受到这种温暖的力量的，还有从四川初

到乌鲁木齐创业的夏楚怀。“在这座城市，我从

没感到孤独。”夏楚怀经营一家川菜馆，工作之

余，他喜欢到市中心的红山上漫步，“在高处眺

望自己生活的城市，感到胸襟开阔，踏实温暖。”

高楼鳞次栉比，车辆川流不息，商铺比肩而

立，雪山壮美雄奇⋯⋯冬日早晨，站在红山上凭

栏四顾，边城盛景扑面而来。远处，金色的太阳

刚爬上山顶，阳光越过天山博格达峰，洒遍

城市每一个角落，明亮又灿烂。

这是崭新的一天，这是鲜活生动的烟

火人间。

“ 联 名 ”的 得 与 失
万 政

不断拓展新市场的茅台又一

次“出圈”了，与莫其托共同推出的

鸡尾酒引起了消费者的关注。从冰淇

淋到鸡尾酒，勇敢的“+茅台”用跨界的

方式，为遭遇“中年危机”的白酒行业注

入新鲜血液。五粮液、水井坊、泸州老窖

等 一 众 品 牌 也 纷 纷 登 场 ，今 年 的“ 联 名 江

湖”，不得不说挺热闹的。

联名在国内走红，也不过是近几年的事，但

发展之迅猛让人有些始料未及。有业内人士表

示，今年我国这类联名的市场规模已突破千亿

元。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偌大个“千亿市

场”看似诱人，如果不摸清门道，一头扎进其中，对

企业来说未必是件好事。毕竟这些年联名“翻车”的

教训也是不少。

联名的载体在产品，手段在品牌营销，本质则在于

满足更为多元的需求。就像给不爱喝白酒的年轻人一

个品尝的理由，给经济基础较薄弱人群一个低门槛入

手“奢侈品牌”的机会，一旦需求得以满足，即使同类产

品已经过剩，消费者依然愿意为更具独特性的产品

埋单。

联名靠独特性来实现稀缺性，其实采用的是“取

巧”的方式。这种创新可能并不需要在研发上高额投

入，也不需要太多前期技术积累，而是让产品满足消费

者的一些好奇心甚至是虚荣心，最终用较小的成本拉

动新的消费需求。有许多事例已经证明，过度或者不

当地满足需求，往往伴随着市场失灵、产能过剩、资源

浪费的风险。理解这些之后，再看这些年来“联名江

湖”中的成败得失，似乎就能寻得一些规律。

观察这些年的联名案例，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

单纯品牌事件性质的联名，另一类是深度合作推出

新品。

品牌事件性质的联名，一般在特定场景或事件中

限时限量，目的就是为了“出圈”制造话题，提升品牌曝

光度，触达新的用户圈层。这种利用“爱屋及乌”消费

心理的营销策略成功者有，但“翻车者”亦多。有的联

名“天马行空”，跨界合作虽然突破了用户的想象力，但

忽略了产品本身品牌圈层定位，闹出不少“笑话”。比

如，曾经一茶饮品牌与某清洁品牌推出联名饮品，被网

友调侃“实在味太冲了”“这是饮料还是消毒水”。还

有一些品牌“联名成瘾”，一些产品“为联名而联名”，设

计上缺乏新意，仅仅是借联名吸引眼球，甚至借机抬高

产品价格，给消费者“捞一把”的感觉，反而拖累了联名

各方的声誉。

深度合作推出新品的联名，则是回归产品，在品牌

联合之外，更多地赋予实用性与功能性。在“蹭流量”

“博眼球”式联名失灵的如今，立足产品本身、对内容价

值展开探索的联名趋势正在显现。比如，一些老牌国

货借助与年轻品牌的碰撞，不断在产品上推陈出新，圈

粉年轻消费群体，激活了“第二增长曲线”，实现了消费

群体的唤醒与品牌声量的焕活。

回看联名案例的成败，我们不难看出其中门道：品

牌合作是表面，打动消费者才是本质。在“万物皆可联

名”的当下，消费者对这种营销策略越来越不敏感。在

消费市场不断升级换挡的趋势下，不能把联名当成一

种套路，应该不断研究消费者心理，更注重产品的差异

化，把创新体现在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理念上，突出消费

体验，持续迭代更新，才能具有生命力。

依靠“取巧”换来的稀缺，迟早要回归平常。光怪

陆离的联名，也终归要走出喧嚣。企业要保持清醒与

定力，少一些“噱头”“花招”，回归产品本来的生存路

径，让“网红产品”真正能用、有用、好用，让消费者感到

物有所值甚至物超所值，才是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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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文汇

图① 市民在新疆乌鲁木齐

市水磨沟风景区雾凇满枝的林带

旁跳舞。

蔡增乐摄（中经视觉）

图② 乌鲁木齐城区一角。

张真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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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新疆美食新疆美食——馕馕。。（（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