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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红城市效应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城市长期发展，并非昙花一现。

从长远来看，不论旅游以何种形式展现，其核心要素应始终围绕维护市场

秩序与创新消费场景，丰富城市内在价值才是关键。

王 铎作

网 红 城 市 消 失 了 吗
精准投资夯实东北振兴基础

刘志礼

巴

莹

过去两年，“网红城市”约等于“泼天

富贵”，曾经是旅游市场令人艳羡的存

在。然而回顾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我

们却惊讶地发现，网红城市好像消失了。

以 《黑神话：悟空》 的取景地山西

隰县为例，这个县城在国庆期间吸引了

数万人扎堆，当地也因“宠粉”措施频

上热搜，但几乎没有人用“网红”来形

容它；原本冷门的云南哀牢山，因视频

博主的探险视频而走红，但也没有被贴

上网红标签；再如浙江安吉县，国庆假

期成为县域旅游的典范，同样没有人说

它是网红。

此外，多个平台的统计数据均显示，

国庆期间并未出现异军突起的城市，热

门城市榜单回归到北京、上海、成都、广

州等传统旅游目的地。而 TOP100 热门

目的地更是遍布全国，黄山、大同、临沂、

张家界、开封、上饶、阿勒泰喀纳斯⋯⋯

均榜上有名，却无一能引发如淄博、哈尔

滨、天水或菏泽一般的轰动效应。

这是怎么回事？是“网红城市”这个

词不流行了，还是网红城市真的消失了？

国庆期间网红城市的缺席，或许与

假期较短有关。一个新景点或城市要想

引发广泛关注，需要足够的时间在全网

发酵。然而，国庆 7 天假期，普通游客和

主播们还来不及打卡和传播就上班了，

无法形成大流量。另外，随着基础设施不

断完善和各地加强宣传推广，热门旅游目

的地数量激增，新传播热点层出不穷，游

客选择也越发多样化，“想你的风”不可能

只吹到网红城市。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

在于旅游市场正逐步回归原本的发展轨

道，回到“万类霜天竞自由”的状态。

旅游的目的是让人放松休闲、增长

见识、沟通交流，看看大千世界，感受美

好人生。它有很多种表现形式，休闲游、

观光游、亲子游、乡村游、赛事游、商务

游，或者跟着摄影团旅游、闺蜜组团游

等，不同消费群体、不同旅游目的，都有

对应的细分市场。

相应的，成为网红城市是旅游城市

出圈的有效方式，但并不是城市发展旅

游唯一可行的模式。网红城市爆火，很

大程度上是旅游市场刚刚恢复时，消费

者正处于决策初期，信息收集不足，恰逢

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巨大的传播势能，从

而引发了扎堆现象。

经过两年多回暖，消费者需求和旅

游市场已基本恢复正常，各种类型的消

费都活跃起来。游客们不再仅仅追求短

期热度和流量，而是更加注重品质和体

验，开始根据自己的需求和喜好选择旅

游目的地。在这个国庆假期，我们看到

了更具性价比的县城游成为热门选择，

以及亲子游、文化游、红色旅游等多种形

态均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这正是一

个成熟健康的旅游市场应具备的多样化

业态。

网红城市暂时“消失”，并不意味着

它们不再受欢迎或者没有价值。网红效

应能在短期内让一个城市被看见，对城

市发展具有显著带动作用。例如淄博、

哈尔滨、天水，虽然这个国庆假期热度相

较于巅峰期有所下滑，但依然高于成名

之前。这说明网红城市效应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城市长期发展，并非昙花一

现。这次没上榜也别急，它们可能只是

去补了个妆，换个姿势再红一次。

从长远来看，不论旅游以何种形式展

现，其核心要素应始终围绕维护市场秩序

与创新消费场景，丰富城市内在价值才是

关键。网红一时易，长红靠实力。就像一

个大明星的诞

生 ，其 魅 力 不

仅源自一两部

爆火剧的短暂

走 红 ，更 得 靠

一部接一部的

作 品 修 炼 提

升 ，实 现 从 流

量明星到实力

演员的跃迁。

为有效减轻患者家属负担，更好

满足患者护理服务需求，不少地方开

展“无陪护病房”试点,医疗机构可按

需聘用数量适宜、培训合格的医疗护

理员，为患者提供照护服务，实现无

家属陪护或只陪不护。然而，目前经

过专业培训、执证上岗的护理员不

足，学历低、年龄大等因素制约着行

业整体技术能力的提升。应加强职

业院校和第三方护理机构对护理员

的招生和培养力度，设置契合医院和

患者需求的培养方案。从制度设计、

临床实训、人员管理等角度进行综合

性和规范化人才队伍培训。构建以技

能为导向、与工作年限挂钩、与劳动付

出相适配的护理员工资收入分配机

制，提高护理员对“无陪护”的认可度、

参与度、贡献度。 （时 锋）

东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

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一段时间以来，辽宁、吉

林、黑龙江三省积极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

用足用好多重政策机遇，加大投资力度，优化

投资结构，高质高效推进抓项目、促投资、稳

增长各项工作。东北三省的经济呈现以进促

稳、结构优化、保持增长的良好发展态势。投

资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是

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重要动力。当前，如何

持续构建精准高效的投资布局，为实现东北全

面振兴夯实经济基础、注入强劲动力，值得

研究。

近年来，东北地区不断优化投资环境，积

极吸引内外资，以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全面发

展。数据可以精确地说明这一点：今年以来，

吉林省投资始终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全

省投资增长 5.6%，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1.7个百分

点；辽宁省去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4%，高技术

制造业投资增长 25.3%，招商引资实际到位资金

增长16%，实际利用外资33.8亿美元；黑龙江省

去年实际利用外资增长 11.8%，增速高于全国平

均水平 25.4个百分点，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 241

家、增长68.5%。

尽管取得一系列成就，但项目规划意识不

强、营商环境仍需改善、民间投资意愿不高、无

效投资和低效投资较多等问题仍然存在。对

此，未来需要进一步深化东北地区的投资体制

改革，持续确立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调动经营

主体活力，最大程度激发民间投资积极性。

以规划为引领，扩大有效投资。有关部门

应紧跟国家政策，坚持目标导向，根据发展规

划、国土空间规划、区域规划和专项规划等新时

代规划体系进行投资项目的设计、审批和管

理。地方政府应坚持问题导向，改革银行管理

机制等，切实支持实体经济、改善小微企业融资

条件，推动创业投资体制机制改革，助力新质生

产力发展。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应大力

引导经营主体充分参与和整合、发展民间资本

和社会资源，着力构建多元化、市场化、专业化

的新型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体系，改善投资硬环

境，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提高投资效率，转换发展动力。地方政府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确

保精简审批流程、清理涉企收费、放宽准入要求等政策措施落地，降低

企业成本。发挥政府投资的引导与带动作用，打击无效低效投资，加大

对补短板、强弱项和培育新动能的支持力度，积极拓展有效投资空间，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投资政策向重大战略、优势区域、特定领域倾斜，

鼓励社会资金加大对高新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现代服务业等领

域的投资力度，以优化投资结构助推产业结构升级，推动技术创新和产

业升级。在企业投资方面，应从投资项目中寻求差异化竞争优势，选择

具有发展潜力且与地方经济深度融合的项目，避免同质恶性竞争，提高

投资回报率。

加强人才培养，挖掘投资潜力。加大对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投入，注

重人才培育体系建设的精细化，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学科专业设置，推动产

学研深度融合，培养更多适应精准投资发展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