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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一个不出名的城市——淄博，一种极大众的美
食——烧烤，猝不及防地火了。

第一把火在线上流量圈。3月8日，“大学生组团到淄
博吃烧烤”话题就登上抖音同城榜热搜第一，至3月15
日，该话题已经实现了4589.8万次播放量。与此相应，社
交媒体的各大平台，特别在周末，均出现了“组团到淄博
撸串”“坐高铁去淄博撸串”等相关话题，引起广泛的讨论
和热议。数据显示，3月份以来，“淄博烧烤”关键词全平台
搜索量同比增长超770%。

第二把火在线下生活圈。淄博火车站发布了一组数
据，3月4日和5日，火车站到发旅客数量分别为4.54万人
次、4.80万人次，而4.80万人次为该站近3年来单日到发
旅客数量的最高纪录，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前来品尝淄博
烧烤的游客。中国新闻周刊的报道如是开篇：“满车厢的
大学生，空气中都是孜然味。”淄博几家餐馆老板则表示，
在过去的一周尤其是周末，他们每天卖出1万多串烤串。

第三把火则在媒体舆论圈。中国新闻周刊、中国青年
报、凤凰网、澎湃新闻、新京报、大众日报等诸多媒体纷纷
报道，有新闻、有综述、有评论。

淄博烧烤为什么能火出圈？
评论分析挺多，譬如产品有特色，中国新闻周刊称其

为——“烤炉+小饼+蘸料”的烧烤灵魂“三件套”。再有传
播最新潮，新京报评论为——“短视频+美食”的裂变传
播。馋人的画面不描述，网上资料忒多。只想侃侃特别有
感的三点。

其一，生活场景是旅游的最新卖点。烧烤，不是自然
景点，没有历史遗迹。但正如凤凰网的文章所言：“葱、小
饼、烤肉三位一体，升腾缭绕起荤香的烟火气，人声鼎沸
间，刻画出鲁中小城居民享受生活与安定自在。”“无论宵
夜小酒、露营户外、好友聚会或者合家团圆，只要一炉烧
烤镇场，那就有了氛围和排面。”这本是淄博人自身的生
活场景。但恰是这样一种有滋有味的烟火气，对他乡人就
有着莫名的吸引力。

事实上，旅游正在发生改变。于出发者，不再是什么
郑重、严肃的大事，而是更加从容、随性，说走就走，其本
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于目的地，也不再是什么观光打
卡“到此一游”，而是感受另一类生活场景、体验另一个
别样人生。这是人们旅游心态的改变，这也将是旅游业态
的变化，而“生活”恰是其中的最关键词。已然有城市敏锐
地捕捉到了这一点。譬如成都，其最新的口号已悄然调整
为——“雪山下的公园城市，烟火里的幸福成都”。

其二，火是猝不及防，但烧这把火却是久久为功。
2020年，有薛之谦在首届麦田音乐节现场推介淄博烧烤；
2021年，制作“淄博烧烤说唱”等多个短视频，当年B站美
食纪录片《人生一串》第三季亦将淄博烧烤纳入名单；今
年二三月间，连续邀请网络大V“大漠叔叔”“特别乌啦啦”
等持续打卡淄博烧烤……淄博一直在努力宣传其独特的
烧烤与美食。持续“种草”，终于引爆。媒体披露，今年春节
后，一些大学生来淄博参加双选会，他们品尝了淄博烧
烤，并拍摄了“撸串”视频发布到社交媒体上。然后，如中
国青年报文章所言“淄博独特的烧烤方式满足了年轻人
喜欢新鲜感的心理和社交需求”，瞬间引爆了网络关注和
追捧。事实上，这也带来了另两个需要进一步追问的课
题：再新潮的宣传方案，再犀利的传播手段，也需要首先
解决——寻找受众和精确投送。

其三，这把火一开始就闪着政府推手的作用，是整座
城市都在“兴师动众”。有推介淄博烧烤的政府新闻发布
会专门召开；有从社会治安、食品安全、消防安全等方面
开展守护淄博烧烤的护航行动；还有商家“端牢自家的饭
碗”，自发成立多个行业自律联盟。为了方便外地大学生
坐高铁来撸串，淄博除了对途经烧烤店的常规线路进行
重新摸排，主城区42条常规公交线路覆盖33家烧烤店，
还专门新增了21条定制烧烤公交专线；全市38处青年驿
站向来淄实习、游玩、访友的市外高校在校大学生开放，
每人可享受每年4次、每次5天的半价入住优惠；此外，淄
博还推出了为青年量身打造的烧烤地图、烧烤节等……
或许，这正是“全域”理念的精彩实践。

如是，我们当可以相信，淄博烧烤的火，还能继续火
下去。

淄博烧烤火出圈

不只因为短视频
□ 华 翔

镇江日报更早提出“四千四万”精神

据扬中当地新媒体“扬中发布”报
道：对于扬中“四千四万”精神的首次提
及，虽时隔 33年，但陆朝银（原扬中市
委书记、现扬中发展促进会名誉会长）
记忆犹新：“1990年 2月 3号，农历正月
初八，我县召开首次供销员代表大会，

700多名供销员参加，我们表彰 100名
供销员，为他们披红戴花，我在大会上
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大力宣传和发扬由
供销员独创的‘四千四万’精神，最早的
提法是：千山万水、千家万户、千辛万
苦、千方百计开拓市场。”

陆会长的回忆是不是
意味着，本地最早出现“四
千四万”精神这一说法的时
间，是1990年2月呢？

笔者在查阅《镇江日
报》历史报纸时有一个意外
发 现 ：早 在 近 一 年 前 ，即
1989年 3月 15日的《镇江日
报》4 版组合稿件《城乡并
举 以城补乡——拓宽城乡
建设综合开发新路》中提
到：（镇江市城乡建设开发
公司）经营人员发扬“四千
四万”的精神跑购销，组织
和提供建筑材料，为乡镇
建设排忧解难。

这是《镇江日报》上首
次出现“四千四万”精神。
虽未有具体文字说明，但由
此可见，“四千四万”真正源
于民间，源于实践，早于官
方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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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千四万”精神被不断传播

差不多一年后的1990年2月18日，
《镇江日报》2版刊发了时任市委书记俞
兴德在市委二届二次全委扩大会上的
报告（摘要）《振奋精神 坚定信心 在治
理整顿深化改革中奋勇前进》。俞兴德
在谈到“1990年的经济工作，要切实抓
好以下几个方面的第五方面‘加强集中
调控’”时指出，“要大力发展横向经济
联系，继续发扬‘四千四万’精神，组织
好各种原辅材料的供应。”这是市委书
记的公开报道中，首次引出“四千四万”
精神。

此后，“四千四万”精神被不断传
播。来看一组当年《镇江日报》的新闻
报道：

1990年5月5日4版《富足兴旺的前
巷村》专版文章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共
产党员、天线厂、工具厂供销员朱国荣
一九八九年不计较个人得失，发扬了

“四千四万”精神，取得了全年销售额八
十七点五万元的好成绩。

1990年 8月 8日，头版通讯《印象·
启示·难题——部分市直企业贯彻市委
工作会议精神采访记》“启示之二”中写
道：“厂里（通用消防器材总厂）的销售

人员还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出差山
东，在全国银行会议上作灭火棒用来护
身的现场表演，收到显著成效，现已收
到订货函件一千二百封。”

1990年 10月 23日，1版消息《市煤
石公司列入全国物资系统前百位企
业》称，我市最大的物资供销企业——
煤炭石油公司总经理颜庆山要求，各
部门发扬“四千四万”精神，大力抓好
产品销售。

1991年 2月 7日，1版“短评”《调整
求效益 扩销求增产》称，广大供销人员
要继续发扬“四千四万”精神，深入城乡
市场，推销产品，使工交生产进入良性
循环的轨道。（这是《镇江日报》评论中，
首次引用“四千四万”精神）

1993年 10月 30日 4版《“镇江市十
佳青年销售功臣”候选人简介》中，称

“左成龙……发扬‘四千四万’精神，为
厂里培养新手，爱厂如家……”

1998年12月16日头版《握住“看不
见的手”——镇江人才工程二十年风雨
路》中，“此时的人事干部犹如早期争市
场、争原料、争资金的乡镇企业供销员，
他们以敏锐的嗅觉、‘四千四万’的精

神，不失时机地为镇江的经济建设引进
人才。”

由此可见，“四千四万”精神已经被广泛
应用到镇江各行各业的发展实践。

20多天后，1999年1月9日《镇江日报》2
版刊登时任市委书记方之焯在市委三届十

次全委（扩大）会上的讲话《奋力作为 稳中
求实 持续发展 把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
新镇江推向新世纪》，讲话称“继续发扬‘四
千四万’的精神，实行买断制大承包，探索新
的营销策略。”这是市委书记第二次引用“四
千四万”精神。

“四千四万”精神从未消失

2001年 8月 29日，《镇江日报》4版“纪
念镇江经济开发区建区十周年”专版一文

《风雨相伴招商路》中，对“四千四万”的详细
解释：我们的招商人员就是凭着……“四千
四万”（说尽千言万语、走尽千山万水、吃尽
千辛万苦、想尽千方百计）精神，推动了新区
开发建设大业的飞速发展。

2002年4月18日《镇江日报》“发展私个
经济系列评论”之四中，再次对“四千四万”
作出解释，文章说：“千辛万苦去创业，千方
百计去经营，千家万户搞协作，千山万水找
市场”，当前，提倡这“四千四万”精神，在广
大私个经济创业者中仍有着十分重要的积
极意义。

2004年 10月 26日，在《镇江日报》长篇
通讯《岛城崛起雄风正健——“百年扬中”系
列报道之二》中，第三次出现“四千四万”精
神的注解，文章称：靠着“跑遍千山万水，说
上千言万语，吃尽千辛万苦，度过千难万险”
的“四千四万”精神，扬中逐渐形成一支规模
庞大的供销员队伍……这一说法最接近于
李强总理关于“四千”精神的表述。

2005年1月26日，《镇江日报》刊发时任
省委书记李源潮在省级机关保持共产党员
先进性专题报告会上的讲话，有一段：因此，
我们要在全省大力培育和弘扬创业文化，淡
化“官本位”的人文意识，强化创业致富的市
场观念，重振苏商跑码头办实业的雄风，学
习浙江人走天下创大业的胆量，弘扬苏南人

“四千四万”创业的韧劲。这是源于扬中的
“四千四万”精神，被广泛应用于苏南人的创
业精神。

2006年 3月 10日《镇江日报》头版头条
消息《扬中奏响“四千四万”新乐章》称，“改
革开放之初，扬中农民放下裤腿走出家乡，
凭着‘千军万马、千山万水、千言万语、千辛
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成就了‘供销
员经济’奇迹，乡镇工业从无到有、由小

变大……”
2007年 1月 9日，《镇江日报》头版头条

通讯《创新转型 赢在国际》称扬中，凭着“跑
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上千言万语，
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精神,乡镇工
业从无到有、由小变大,地区综合实力连续
11年跻身全国百强。

2010年 8月 8日，《镇江日报》头版头条
消息《扬中大量民间资金转为创业资本》写
道，扬中的市场和资源两头在外，因此产生
了“跑遍千山万水，走进千家万户，说上千言
万语，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四万”供销员
经济。

尽管具体表述不一样，但源于扬中的
“四千四万”精神，和李强总理关于“四千”精
神的解读，其实异曲同工。因为那是一代代
创业者共同的心路历程和精神历炼。也许
真的难以用相同的文字表达，这恰恰是感
慨万千的真实写照，但其精神是一样的难
能可贵。

就像是“南陈北李，相约建党”一样，江
苏和浙江孕育的“四千”（四万）精神，创造了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奇迹。而“四千”精神，也
不断历经演变，从供销员精神到私个企业精
神，从乡镇企业精神到民营经济精神，从企

业家精神到创新精神……这
种精神与时俱进，从未消失。

当前，面对中国式现代
化这一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
的大变革，更需要弘扬新时
代的“四千”精神和“四敢”精
神，踔厉奋发、敢拼敢闯，把
党的二十大擘画的宏伟蓝图
变成美好现实。

仿佛一夜之间，“四千”精神重出江湖，传遍
大江南北。

3 月 13 日，李强总理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
当年江浙等地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发展乡镇企业
时创造的“四千”精神：走遍千山万水、说尽千言
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显然，总理
认为，“四千”精神有两个发端之处，浙江和江苏
（即“四千四万”精神）。

根据相关媒体报道，关于浙江“四千”的精神
起源，比较确信的应该是发端于温州。关于“四
千四万”的发源地，江苏省内比较一致的观点是
镇江扬中市。

1989年3月15日的《镇江日报》4版

2001年8月29日的《镇江日报》4版

扫一扫，看更多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