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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 阳 印 象
“今天与你相遇，眼里释放惊喜的光

芒⋯⋯”一首《爽爽的贵阳》，将这座城市形

容为“惬意的天堂”。

爽与辣

清晨，去往贵阳黔灵山公园的公交车上

坐满了去晨练的大爷大妈。

年过六旬的王朝英把孙子送到学校后，

急急忙忙搭上校门口的公交车赶往黔灵山

公园，和一帮老伙计跳舞对歌。公园空气质

量好，养身养肺养心，她的这一习惯一坚持

就是 6 年多。

“爽爽的贵阳”，对于王朝英和朋友们而

言，就是在公园相聚的欢乐时光。

夏日里，对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来说，

“爽”的感觉来自呼吸的第一口空气，来自那

“从鼻到肺的丝丝爽意”。国庆假期，从武汉

来到贵阳的向勇笑称自己“冰火两重天”，下

车呼吸的第一口空气就舒畅无比。

贵阳之“爽”，首在气候。地处北纬 27 度

附近，平均海拔 1100 米左右，属于亚热带湿

润气候，年均气温 15.3 摄氏度，夏无酷暑、冬

无严寒，是中国气象学会认定的“中国避暑

之都”。

这个“爽”字，还离不开贵阳持续推进的

生态文明建设。1995 年，贵阳成为全球酸雨

危害程度的榜首。为摘掉这个帽子，贵阳以

“壮士断腕”的勇气治理排放不达标企业尤

其是重点污染源企业；建成长 70 公里、总面

积达 24 万亩的第一环城林带，与总长 304 公

里、面积达 194 万亩的第二环城林带，形成了

少有的城市森林景观。2004 年 11 月，贵阳

荣获全国首个“国家森林城市”称号。

气候凉爽、环境怡人的贵阳，诞生了爽

心爽口、品类丰富的美食。肠旺面、牛肉粉、

豆腐果、丝娃娃⋯⋯让人食指大动。哪一种

是贵阳美食符号，贵阳人各有各爱，意见从

来没有统一过。

日落时分，南明河畔的青云路步行街灯

火通明、人头攒动，空气中弥漫的香气不断

撩拨着路人味蕾，大小店铺前食客排起了

长队。

陈红是这条街区的常客，隔三差五就

“打一趟”（去一次），已记不清到底去了多少

次，接待外地的朋友必然会来，平时朋友小

聚也来这里。吃什么，她的选择也很简

单——谁家的辣椒好

吃，就去谁家。

辣 是 打

开贵阳美

食 的

第一扇门，会经营的店主往往把各式辣椒

制品摆在最显眼的位置招揽顾客。类似北

方涮肉时的麻酱调料碟，蘸水是贵阳美食

不可或缺的伴侣，汇集了油盐酱醋葱姜蒜

等多种调料。会制作蘸水是一个“吃货的

基本修养”。可干、可湿、可酱、可汁，“有多

少家庭就有多少种蘸水”，但几乎每碗蘸水

都 会 加 入 辣 椒 ，没 有 辣 椒 的 蘸 水 就 没 有

“灵魂”。

细雨绵绵、阴冷潮湿的冬季，三五家人

或好友围坐在热气腾腾的火锅边，将刚出锅

的食材在蘸水里“打个滚”，诸般滋味汇于唇

齿间，寒意顿消。人间烟火气在这一刻显露

无遗。

当地人把辣椒加工成五花八门的样子，

干 辣 椒 面 、糊 辣 椒 、油 辣 椒 、剁 辣 椒 、糟 辣

椒⋯⋯甚至有被做成闲暇看书追剧时“吃着

玩”的零食。“湖南人不怕辣，四川人怕不辣，

贵州人辣不怕。”贵阳的辣别有风味，辣而不

烈、辣中带香。

不可或缺的辣椒，如今已成为贵阳一个

不小的产业。大家熟知的陶华碧“老干妈”

油辣椒，已成为我国产销量最大的辣椒制品

企业，日均生产 300 万瓶，远销 160 个国家和

地区。

桥与路

两水夹明镜，双桥落彩虹。

贵阳西面的红枫湖上，3 座风格、样式不

一的公路桥梁横卧山间。其中形似提篮的

贵黄公路花渔洞大桥，个头不大，全长仅有

269.6 米，主跨也只有 180 米，却是名气最大

的。2022 年，作为山区峡谷桥梁小而精的代

表，该桥获得了古斯塔夫斯·林德撒尔金奖。

桥下的红枫湖是饮用水源一级保护区，

也是贵阳的“大水缸”。如何在桥梁重建中

不对水源造成污染，经过反复争论与思索，

工程师们想出一个新奇的方案，用“旧桥建

新拱、新拱拆旧桥”，新旧腾挪渐次回收废

料、废水，再作为新桥原料使用，最终实现了

旧桥混凝土 100%循环利用、钢材 100%回收，

做到了“水源零污染、景区零干扰、废料再

利用”。

别号“林城”的贵阳，更是一座“山城”。

这座因山而得名的城市，地处典型喀斯特地

区，城市以多组团形式散落在群山之间。

位于贵阳市云岩区北京西路黔春隧道

和海马冲隧道之间的黔春立交桥，规模之

大、结构之复杂，居贵州首位。在 5 层立体交

叉的桥面上，连接着 11 条匝道和 8 个出入

口，两条主线和匝道总长达到 5270 米，最大

垂直落差高达 55 米。

从空中俯瞰黔春立交桥，

宛如一条巨大的“过山车”轨

道，纵横交错、盘旋环绕。夜幕

之下，过往车辆灯光闪耀，将立交

桥编织成流光溢彩的金色花束。

走出大山的渴望促使贵阳人建起了一

座又一座桥梁。桥梁每多一座，交通就改善

一分，贵阳与外界的联系就更加紧密一分，

贵阳人走出去的希望就增加一分。

逢山开路，遇水搭桥，贵阳人敢为人先、

勇 攀 高 峰 ，在 重 重 困 难 中 开 拓 进 取 ，昂 首

前行。

20 世纪 60 年代，原上海光学仪器厂的

部分设备和人员迁至贵阳建立新添光学仪

器厂，研制出我国第一台潜艇潜望镜，生产

了我国第一台大型投影仪、第一台 JS05 三坐

标测量机⋯⋯

据 84 岁高龄的原新添光学仪器厂职工

钱忠林回忆，初到贵阳之时，什么都没有，大

家都是第一次接触这个东西，从读懂弄通图

纸到生产零部件，从设计拆卸工具到组装仪

器，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20 世纪 70 年代初，川黔、湘黔、黔桂、贵

昆四条铁路在贵阳形成一个十字交叉，使贵

阳成为西南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随着“三

线”建设工程的实施，大批工矿企业落地贵

阳，给这座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打下了

工业基础。先后有北京、上海、黑龙江等 17

个省（市）约 2 万名管理及生产骨干、9400 余

台设备内迁至贵阳，累计新建、改建企业超

过百家，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建设者们与贵

阳儿女一道，不畏艰险、艰苦创业，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成就。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贵阳加快

推进陆路交通枢纽中心建设，贵阳至广州、

昆明、成都、长沙、重庆、南宁等地的高铁相

继建成通车，一个速度更快、通行能力更强

的十字形高铁网络已经形成。一座座拔地

而起的桥梁，成为贵阳人跨越赶超的时代印

记。依托便捷的交通网，贵阳人摆脱了肩挑

背驮、跋山涉水的桎梏，放飞了冲出大山、拥

抱世界的梦想。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经由贵阳徜徉黔

山贵水间。去年，到贵阳旅游的人数超过

1.47 亿人次，同比增长 29.8%，同时贵阳跻身

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2023 年中国十大旅游

目的地必去城市”“中国十大大美之城”。

城与人

在贵阳高新区沙文园智能网联示范区

宽敞的道路上，圆滚滚的银灰色无人驾驶小

巴在艳阳下穿行。

4 颗激光雷达、11 个摄像头、12 个超声

波雷达通力协作，避障、绕障、红绿灯识别、

站点停靠，无人驾驶小巴一套动作完成得如

行云流水般。

乘客一上车，车厢内便缓

缓响起轻柔的音乐，宽敞明亮

的内部空间，全景车窗带来的

开阔视野，吸引了不少市民争

相试乘。

这辆由贵州翰凯斯智能技

术有限公司研

制的无人驾驶小巴，

是贵阳大数据产业发展的

最新成果之一。

2013 年，贵阳紧抓新技术革命的

机遇，毅然把大数据上升到战略高度，抢先

站上大数据风口。2014 年，翰凯斯创始人喻

川回到家乡，在贵阳高新区组建团队，开启

创业之路。

万事开头难。据喻川回忆，团队在创业

之初只有 15 个人、10 张桌子。但贵阳看准

了大数据，便是公司最大的发展机遇。同

时，当地政府在政策、科研资金、人才补贴等

方面也给予了公司大力支持。

随着贵阳大数据产业的发展，翰凯斯也

实现了华丽蝶变，建立起 200 人的技术社区，

研发制造的无人车获得载人自动驾驶牌照，

产品远销近 30 个国家和地区，逐步成长为具

有“国际范”的大数据企业。

大数据给了像喻川一样的年轻人可以

圆梦的机会。如何让“爽爽贵阳”与有为青

年双向奔赴、共同成长？

贵阳持续向本地学子喊话“何必去远

方，美景在身旁”，对外乡才俊承诺“只要选

择贵阳，贵阳就会成为你圆梦的地方”。

贵阳一方面向落户政策宽松、落户流

程 方 便 、落 户 时 限 快 捷 的 目 标 奋 进 ，为 年

轻人落户提供服务；另一方面搭建系列产

学研用战略合作平台，为创新创业者提供

直 通 车 服 务 ，力 促 让 更 多 的“ 贵 漂 ”变 身

“贵定”。

“作为创业者，贵阳提供了优质的发展

环境；作为个人，贵阳满足了个体对生活的

期待。”毕业后只身到贵阳创业的张国辉发

自内心感慨，“这座城市的包容性很强，对外

地人很友好。”

贵阳不仅为张国辉开办企业提供了价

格相对便宜的办公场所，以及多项贴心的创

业辅导，还在就医、子女就学等方面提供了

诸多便利，初来乍到就能感受到家的温暖。

如今，他不仅在贵阳有了家，还把父母也接

过来一起生活。

去年，贵阳人口净增长 18.5 万人，位列

全国省会第二，连续 3 年人口净增量超过 10

万人。如今，贵阳的创新能力指数在全国

101 个创新型城市中居第 27 位。

爽 爽 的 、暖 暖 的 贵 阳 ，就 是 这 般 让 人

留恋。

实体寻求新商机

杜

铭

混搭是时尚界流行密码之

一，如今，商业业态也开始流行

混搭。

一 些 书 店 与 文 创 商 店 不 仅

书卷气浓，还弥漫着咖啡香。在

细品咖啡醇香滋味的同时，还可

以翻开几本慰藉心灵的读物，享

受一段惬意又充实的时光，“电

量”满格再出发。

辛 劳 一 天 的 上 班 族 既 不 想

吃外卖，又不愿为“干饭十分钟”

忙碌 1 小时，不妨去附近超市采

购好新鲜食材，直接交给店家，

现做现吃倍儿香，省去了锅碗瓢

盆交响曲的琐碎。

业 态 混 搭 也 即 多 业 态 混 合

经营，是将两个及以上业态集中

在同一空间内的经营模式，通过

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来满

足 消 费 者 多 元 化 的 需 求 ，比 如

“超市+食堂”“书店+咖啡馆”“照

相馆+美甲店”⋯⋯

爸爸要看场新上映的电影、

妈妈要采购换季服装、儿子要完

成跆拳道高手的进阶之路⋯⋯

大型商业综合体能让全家人各

取所需皆大欢喜，这就是“业态

混搭”的典型案例。无论逛街、

约饭，抑或打卡、发呆，总能找到

适合的。

随 着 我 国 居 民 消 费 逐 步 从

生存型向发展型、多样化过渡，

消费者的需求越来越细分，越来

越不满足于某种单一业态。集

餐饮、购物、娱乐、社交、培训等

多种功能于一体的购物中心越

来越受欢迎，充分印证混搭的魔

力。提供一站式服务的商业综合体，把各类家庭消费需求

照顾得妥妥贴贴，为消费者节约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现在大大小小的汽车新势力

品牌也都喜欢扎堆购物中心开店，趁顾客全家老少齐出

动的时候上车感受一番：宽敞的乘坐空间、舒适的按摩座

椅、身临其境般的影音娱乐系统⋯⋯比干巴巴的口头介

绍 更 有 说 服 力 ，也 更 能 促 成 顾 客 在 全 家 沉 浸 式 体 验 中

下单。

多种业态集中在一起经营，可以实现“1+1＞2”的效

果——你为我提供配套服务，我为你引来客流，彼此互相

帮衬、互相成就，卖场人气自然越聚越旺。业态混搭构建的

全新消费场景，给消费者带来了更佳体验，释放出内需强劲

动力。今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等多部门出台措施，

鼓励培育购物消费新场景，推动购物消费多元融合发展，打

造商旅文体融合的新型消费空间。

业态混搭并不是“拉郎配”或“乱点鸳鸯谱”，而是瞄准

痛点、有的放矢，立足自身优势、扬长避短。比如，一些连锁

超市本就有农副产品源头采购、从田间直达货架的供应链

优势，无论办食堂，还是代客加工烹制，经济实惠，安全放

心。在升腾的烟火气中，超市更有人情味了，拉近了与顾客

之间的距离，也刺激了消费行为。

为了更好满足消费者需求，超市营业员可以卷起袖子

当大厨，汽车厂商也可以把 4S 店从偏远的地段搬到繁华的

商业综合体——从单一业态走向多业态混合经营，是时代

发展的必然趋势。市场在变，消费者在变，通过创新不断应

变，是实体商业持续进化的逻辑。将“人无我有、人有我优、

人优我特”这一古老的商业信条发扬光大，实体商业还愁没

有春天吗？

年 轻 态 叙 事 提 升 传 播 力
罗雪蕾

作为文化记忆的重要载体——博物馆

越来越火了！今年“十一”假期，全国博物馆

接待游客超 7000 万人次，故宫博物院单日最

大接待量达 8.8 万人次；辽宁省博物馆不到

早上 7 点就出现了排队人群，只为一睹宋徽

宗亲笔《瑞鹤图》真容⋯⋯

年轻态的叙事方式，让年轻人对承载

文 化 记 忆 的 场 所 表 现 出 空 前 热 情 与 极 大

喜爱。

今年，游戏《黑神话：悟空》成为现象级热

议话题。这款注入了诸多本土文旅元素的游

戏给山西文旅带来的热度持续至今。在游戏

重要取景地隰县“小西天”景区，其核心景观

区域——仅 200 平方米不到的大雄宝殿在

“十一”假期前两天就接待游客超万人次。

通过对文化遗产的数字化再现，古代

建筑艺术精品重现于虚拟世界，借助游戏

这一与年轻人对话与链接的载体，引导年

轻人从虚拟回到现实找寻，当地文旅经济

实实在在接到了这波“泼天流量”。而《黑

神话：悟空》的走红，与其说是对这款游戏

的广泛认可，不如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

价值观的认可。

作为全球首次运用游戏科技参与申遗

的 重 要 创 新 成 果 ，沉 浸 互 动 产 品“ 数 字 中

轴·小宇宙”让游客在现场亲临北京中轴线

之外，还能化身“北京雨燕”这一地标物种，

以燕子的独特视角俯瞰这 7.8 公里上的一草

一木、一砖一瓦。

看来，对一个文化遗产来说，赋予其更

多的品牌价值，最好的办法就是同年轻人

沟通。

年轻态叙事，新的科技手段与传播方

式 功 不 可 没 。 现 实 与 虚 拟 多 重 场 域 的 融

合，成为连结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桥梁，

让瑰丽文化遗产焕发光彩。年轻人对于新

科技有着天然的敏感与好奇，新的科技手

段在文化记忆的表达中充当了“任意门”的

角色，借助它可以实现现实与虚拟间的轻

松切换，在真切触摸历史痕迹的同时，透过

屏幕摆脱时空束缚，使文化遗产背后的故

事得以生动展现。

如果说新科技是再造文化记忆场景、吸

引年轻人目光的好方式，那么年轻态的叙事

方式好比一架带着观众穿越古今的“时光

机”，让观众沉浸在故事里，也让文化遗产走

进观众心里。

想吸引年轻人驻足流连，需要用心讲述

在这些场景下发生的有血有肉的故事。

各地颇为火爆的线下沉浸式互动，更是

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中国丝绸档案馆有个

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项目——档案密室“第

七档案室”。游戏中，整个档案馆化身为巨

大密室，在入口领取谜题，在展品中寻找线

索并最终成功逃脱时，游客对丝绸文化有了

更为深刻的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

遗产中心评价其“紧扣丝绸档案遗产价值，

以故事化解谜为手段，构架多主题、全场景

的记忆遗产 IP 宇宙”。

传承文化记忆，最好的载体是人。记忆

可能是一帧画面、一段故事、一段旋律。正

是坚固而美好的集体记忆，构成了民族文化

自信的重要基础。

在媒介技术日新月异，多元文化交融碰

撞的今天，年轻人期待有趣和创新，想要更

多参与感十足的沉浸式叙事，期待文化内容

与历史故事变得生动有趣。

以年轻态叙事消弭文化传播的时空藩

篱，让历史长河中每一涓文化记忆浸润于年

轻人的日常生活，流淌在他们心中，无疑能

更好地为地方文旅添彩，也有助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扬帆世界。

□ 吴秉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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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贵阳市观山湖公园风光。

新华社记者 陶 亮摄

图② 贵阳市青云市集一角。

张 晖摄（中经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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