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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谈巷议

《繁花》热播后，带动了“老
上海”一系列取景地的旅游热
度上涨。作为剧中故事的重要
发生地之一，上海老牌五星酒
店——和平饭店近期走红，预
订和咨询电话几乎每天都被打
爆。上海市民齐先生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南京东路上的和
平饭店、茂名南路的花园饭店、
锦江饭店近来都有不少四面八
方赶来的游客拍照打卡。

1月11日《扬子晚报》

电视剧《繁花》的同名原著
是作家金宇澄的矛盾文学奖获
奖作品，而导演则是香港著名
个性导演王家卫，再加上胡歌、
马伊琍、唐嫣、辛芷蕾等一干实
力派演员的倾情演绎，最终让

《繁花》一炮而红，成为2024年
的热门大剧。而伴随着《繁花》
走红，在电视剧中出现的一些
上海老建筑、老景点，也受到了
无数剧迷和观众的追捧。据媒
体报道，上海某条马路，近期因
为拍照打卡的游客太多，原来
没有红绿灯的，不得不临时安
装了红绿灯。

由一部电视剧带火一座
城，这是我们愿意看到的。文

旅融合的概念近年来十分火
爆，而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
剧，都属于文化的范畴，所以
从这角度来说，通过一部电
影、一部电视剧而让全国观众
知道、了解一座城市，一个地
方，并且愿意亲自到这座城市
或这个地方来走走看看，品尝
一下当地的美食，走的时候还
顺带买一些当地的土特产，恰
恰是文旅融合的典范。这样的
文旅融合，对于推动地方旅游
经济的发展，显然也是大有裨
益的。

实际上，近年来这样的案
例越来越多了。2023年的大热
剧《狂飙》，让原来名不见经传
的广东江门台山市，同样一夜
走红，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
游客前来观光游览，品尝电视
剧 中 多 次 出 现 的 当 地 美 食
——猪脚面。

而当地的文旅部门，紧紧
抓住这样的契机，推出了多条
和电视剧《狂飙》有关的精品
旅游线路，这些旅游线路把

《狂飙》中出现的各处取景点，
代表性的美食进行了有机的
串联，游客只要按照这条线路
进行旅游活动，就既能够品尝

到猪脚面等各种美食，同时也
和电视剧中的取景点对上号。
而且，游客来了以后，才会发
现，原来当地除了在电视剧中
出现的美食，景点，还有其他
同样值得品尝的美食，同样值
得看的风景，值得体验的风土
人情。

如此一来，不但有效推动
了当地旅游经济的发展，而且
还极大提升了当地的知名度，
让更多人认识到了当地的自然
风景、风土人情以及各种特产、
美食等等。很显然，这也是一种
典型的文旅融合。随着近年来
国内影视剧行业的繁荣发展，
类似这样的例子，越来越多，也
让从地方政府到有关部门，再
到企业商家，都认识到了影视
剧对带动一个地方旅游发展的
重要性，认识到了文旅融合的
重要性。

所以不管是地方政府，还
是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当地的企
业商家，当机会来临，一定要好
好把握，同时切实维护当地的
旅游市场秩序，提升旅游接待
服务水平，让游客得到更好的
旅游体验，力求把“爆红”变成

“长红”。

最近一段时间，“脆皮青年”“脆皮
大学生”成了一些年轻人的新标签。打
个哈欠脱臼了，摔一跤骨折了，换件衣
服扭到腰了……不少网友分享自己的

“脆皮”经历，在自嘲之余，更为年轻人
敲响了身体健康的警钟。

1月11日《中国青年报》

“炸个香肠给自己炸个二级烧伤”
“侧躺玩手机确诊斜视”……诸如此类
让人哭笑不得之事，近来频繁冲上热
搜，也让“脆皮青年”备受关注。如果说，
一开始这只是调侃和自嘲的话，如今则
慢慢地有实例佐证：某医院急诊科单月
接诊了 1700 多名 18 岁到 25 岁之间的
年轻人，其中多为外伤、腹痛、胸闷；调
查显示，在年轻人的各类健康困扰中，
记忆力下降（43.4%）排在第一位，其次
是情绪差、不稳定（42.2%），免疫力下降
（41.9%）排在第三位。年轻人的“脆皮”
属性，正在被坐实。

“脆皮”一词之所以能走红，说明其
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群体性共鸣，也证
明年轻人亚健康的情况较为普遍。数据
显示，63.0%的受访青年感觉身体处于
亚健康状态，7.5%的受访青年表示“不
好说”，不到三成（29.5%）认为自己挺健
康。这样的现实，值得关注，也应该引起
重视。

在固有认知里，年轻人风华正茂、
意气风发，本该是朝气蓬勃、生龙活虎
的年纪，可为何会“脆皮”呢？这背后原
因不难分析。第一，很多年轻人作息不
好，经常熬夜，再加上饮食不规范，身体
素质不断下滑自在意料之中。第二，如
今不少年轻人不是“居里夫人”就是“毕
加索”，喜欢宅在家不愿出门，也不喜欢
运动，身体素质自然难以提升。第三，对
如今的年轻人来说，来自工作、生活、情
感等方方面面的压力同样不容忽视，这
也会给年轻人的成长带来极大的负面
影响。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年轻人处于
亚健康状态，具备“脆皮”属性，便也不
足为奇了。

当“脆皮”成为年轻人的标签，健康
教育就该积极稳妥地推进。健康教育涵
盖健康观念、健康饮食、体育运动等多
个方面，是预防年轻人“脆皮”的重要法
宝。在一次次的探讨中，一些共识逐渐
达成，要避免年轻人的“脆皮”属性，就
应该让健康教育进入校园，成为一门必
修课，覆盖孩子成长的各个阶段。如此，
不仅可以提高学生个人的防护意识，有
利于他们的健康成长，更能让健康理念
深入孩子们的灵魂与骨髓，成为让他们
受益一生的宝贵财富。那加强顶层设
计，就应尽早提上议程并付诸行动。

年轻人的健康成长，不仅要“文明
其精神”，更要“野蛮其体魄”，面对“脆
皮”的属性，除了自嘲之外，更要自省和
自救，让心理状态和身体状态都处于更
好的一个位置，如此才能经得起风雨、
受得住磨砺、扛得住摔打，也才能迎接
更加健康美好的未来。

尽管离农历新年还有一个
月，但“龙年氛围感”已经拉满。
在“龙年效应”加持下，在宁波
人的年货清单上，新中式穿搭、
龙年文创、国潮手工、龙年潮玩
等“情绪价值消费”炙手可热，
成为重头戏。

1月11日《宁波晚报》

通过早早到来的“龙年味
道”，我们看到的是人们对于
传统文化的喜好，对于民俗文
化的钟爱，对于龙年春节的期
待。最近这几年，我们一直在
强调文化自信，一直强调文化
传承。“龙年味道”就是传统文
化的发扬光大，如何让“中国
年”更像“中国的年”，祖国各
地飘散的“龙年味道”给出了
最美的答案。

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民
俗的传承，需要融入我们的心
里，需要融入我们的生活。春
节是一个特殊的日子，这个节
日在我们国人的心中重若千

钧。人们对各种龙年元素商
品、龙年元素民俗、龙年元素
文化的情牵，值得我们惊喜与
祝福，这说明我们的传统文化
在熠熠生辉。

说到“龙年味道”，最值
得 一 说 的 就 是“ 新 中 式 穿
搭”。在“龙年效应”加持下，

“独占鳌头”龙头帽 、“龙女
色”口红、龙年联名拜年服、
绣龙睡袍等爆款频出，吸引
大量关注度。新春消费的热
潮下，搭载“龙元素”的新中
式穿搭更是随处可见，不少
原创汉服品牌都推出了龙年
拜年服、龙头帽，浓浓的中国
风年味扑面而来。

生肖经济、龙年窗花、龙
年文创、龙年台历、龙年红包
成为热销商品。老百姓喜欢

“龙年味道”实际上体现的是
对传统文化的爱恋。这是我们
传承传统文化的基础和载体。
而对于地方政府、地方部门而
言，则需要思考的是：如何借

助老百姓喜欢传统文化的机
遇，把“中国年味”变得更厚
重、更隆重。

让我们欣慰的是，近年来
传统元素不断回归到了我们的
生活里，各种传统节日被放在
了重要的位置，各种渐行渐远
的民俗活动，也从“灯火阑珊”
里走进了“灯火辉煌”里，猜谜
语、看花灯等民俗活动如火如
荼。各种民间美食、民间技艺也
登上了大雅之堂。传统元素、文
化元素与现代生活、时尚生活
的对接与融合，让“中国年”更
有味道。

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中
国人对龙这一传说中的神兽心
理上更为重视，可以说达到了
最高级别。这是因为，龙在人们
心中的地位实在是太高了，某
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精
神力量的象征，激励着人们不
断进取、永远拼搏。祝愿祖国的
发展龙腾盛世，祝愿人们的生
活龙腾虎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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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花》带火上海游的启示
苑广阔

三江热议

“龙年味道”，就是传统文化的味道
郭元鹏

“脆皮”是自嘲
但更应是自省和自救
龙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