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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预热的宣传了，来自《句容发布》，主题是——就
在6月21日！2023年茅山首届烧烤龙虾啤酒音乐灯光节精
彩来袭！

又是烧烤？又是龙虾？还有啤酒？这不是哪儿哪儿都有
的东西吗？远了不说，隔壁丹阳，不就在1个月前刚刚搞了
一个“龙虾啤酒音乐节”。而仅过一天，6月22日，新区又有

“啤酒龙虾音乐节”开启。于是感觉，对于茅山周边七里八乡
的人们来说，这或是一个好去处。但对更远地方的游客们
而言，还能有吸引力吗？

还真有！如果没被这俗了又俗的音乐节冠名驱散你的
兴趣，继续看下去，就会发现，茅山这个音乐节，还真有些不
一样，这就是国潮与民俗，是华服国音秀场、民俗文化派对。
明明有专属的嗨点，却偏偏要让自己“泯然于众人”，颇有些
不明白。

说实话，今年以来，各地蜂拥而至的音乐节已然“卷”
到“烂”了。据《财新周刊》不完全统计，年初以来仅演出售票
平台大麦网上架的各类演唱会（含小型现场演出）项目就
多达183个，音乐节85个。而大麦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的
5天时间，全国共有56场音乐节演出。从国际化大都市到一
众小县城，都在举办大大小小的音乐节，“遍地开花”。

音乐节的“卷”到“烂”，当然有原因。于游客，是疫情期
间压抑的文化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于业界，音乐节能带来
巨大收益；于地方，则事关城市营销和拉动内需。于是，“跟
风”便席卷而来。然后，自然是演出风格的同质化和拼盘式
的演出。以至于央视网都在发问：音乐节扎堆，乐队还够用
吗？而这个“卷”到“烂”，也从一个侧面再一次验证了旅游营
销策划专家邹德祥所言：“这个病，是急功近利思维下的行
业之痛。这个病，是盲目跟风风浪下的急躁冒进。这个病，是
人云亦云语境下的不知所向。这个病，是创新乏力现实下
的力不从心……”

其实，如果好好策划一下，茅山的音乐节完全可以独
具诱惑。烧烤、龙虾、啤酒，以及其他露营、星光、后备箱集市
什么的，依然都可以有，但请只作为音乐节的配套来完善；
主打“国音国潮、民俗民乐（le）”，无论是主题宣传、氛围渲
染，还是活动内容策划、消费环节设置，皆聚焦于此，把这个
已然出现、已具雏形的专属嗨点再强化、再放大，坚持下去，
一步步、一届届，最终做出“唯一性、权威性、排他性”。那这
样一个具有独特体验、个性十足的音乐节，能不能成为句
容的、镇江的乃至江苏的标杆节庆、文化品牌？是不是可以
吸引市内外、省内外乃至国内外的游客闻讯而来？“取乎其
上，得乎其中”，再不济，我们还能拥有一个具有较大地域影
响力的文旅产品，并发挥出文旅产业的牵引带动性。

所以，问题来了——战术之上，我们究竟有没有战略？
这个时候，不得不提一个音乐节。去年夏天，8月5日至

7日，贵州黔西市搞了一个为期三天的“黔韵水西音乐节”。
跟其他音乐节有一样的，也是请一众摇滚乐队、民谣歌手、
DJ齐聚，音潮为浪嗨起来；但更有不一样的，是穿起民族服
饰，是唱着民族歌谣，这个音乐节的民族风情可谓淋漓尽
致、别具一格。所以，它为“水西”；所以，它曰“黔韵”。所以，

“不仅贵州省内的流量汇聚于此，连远至川渝的客群都被
虹吸过来”。有媒体如是报道：几万人载歌载舞，民族风情与
摇滚流行交相辉映，一派史无前例的热闹欢腾景象。

但最最关键的，不在这个音乐节独具的地方民族特色
上，而是，这个音乐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文旅产品。它只是

“好生活在水西”系列活动中的一个章节。系列活动还有黔
西市十大特色菜、十大特色餐饮名店、特色小吃榜及百名
乡村美厨评选及展示展销，特色文化旅游（非遗）商品展示
展销，农特产品展示展销，2022“奔跑贵州”山地跑系列赛第
三站（黔西站）暨“健康中国·水西悦跑”大众邀请赛等多项
精彩内容。说句实在话，单单一个“音乐节”，真就能吸引多
少“远至川渝的客群”？那是系列活动的共同力量所致。

而“好生活在水西”系列活动也不仅仅是文旅唱戏。它
的背后，有着黔西市与战略策划机构“智纲智库”合作的一
个更大的城市营销与发展策划——通过文化宣传吸引流
量，以“一年成名、两年成型、三年成功”为目标，全面展现黔
西悠久的历史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浓郁的民族风情和
独特的地方美食等魅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需求和向往，助推黔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于是感慨，音乐节，请给我一个你专属的嗨点；“卷”，
请别“烂”，“卷”得战略些、专业点。

音乐节，请给我

一个你专属的嗨点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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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好过个端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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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江端午习俗撷趣 小布问茶

我市端午节市场提前走热我市端午节市场提前走热
各卖场端午产品抢眼

临近端午，我市各家商场、超市的端
午产品都已提前开售，各种礼包、香囊等
带有端午特色的产品，销售十分火热。

在八佰伴的大统华超市，记者看
到，超市进口处就布置了两个端午展
柜。其中，一个展示了各种粽子礼盒，
价格从 105元到 568元不等，打出了“端
午安康，食刻相伴”的标语。

一个是龙舟造型的展柜，也是摆放
了粽子、鸭蛋、绿豆糕的多种礼盒，鸭蛋
礼盒价格从41.9元到89元不等，绿豆糕
打出了“0蔗糖，更价格”的标语。很多
消费者在此驻足选购。

市区的多家万方超市，带有端午特
色的食品、礼盒都放在显眼位置。端午
前夕，万方超市开展了多种产品的促销
活动。

万方超市负责人潘小东表示，端午
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镇江人过节
期间青睐的“端午十二红”，如黄鱼、河
虾、咸鸭蛋、苋菜、西红柿、长鱼、红烧
鸡、红烧鹅等产品，都是端午家庭聚餐
的必备菜品。万方超市已经提前安排
好货源，保证供应，方便市民选购。

在南门大街的小商品市场，一些摊
位挂满了端午节的香囊、蛋兜等色彩鲜
艳、寓意吉祥的饰品。香囊有粽子形、
心形、虎头形，有的绣了“福”字，有的写
着“一生平安”，以红色为主，喜庆热烈，
价格 5元一只。彩色的蛋兜有粗有细，
价格1-2元不等。

一位摊主表示，最近前来咨询、购
买的人很多，“过节了，都是大人买给孩
子的，图个吉利……”

自加热粽子吸引关注

吃粽子一直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
也是一种特有节令食品，不仅在国内盛

行千百年，还流传到东亚、东南亚国
家。而记者发现，今年市场的粽子依旧
种类繁多，口味各式各样，年轻人中还
流行了一款新品——“自热粽”。

在某电商购物平台记者看到，一款
自热型粽子口味包括“冬菇排骨”“蛋黄
鲜肉”“五香咸肉”“蛋黄板栗”等口味，
每盒两只，具备自加热功能。还配备了
一次性叉子、手套、湿纸巾等。还有一
款“蒸鲜粽”，打出了“端午食俗，今有新
意”的口号，表示“能够较大限度的保留
原汁和原味。”有红豆、菌菇、鲜肉等不
同口味。

记者比较了价格，发现“自热粽”的
售价并不便宜，不仅远远高出普通粽子

端午旅游年轻人成主力

不管是在本地度过端午节，还是外出过
节，面对市场上的粽子、绿豆糕、蛋类等传统
节日食品，以及商家的多样促销活动，有专
业人士提醒：

选购端午食品，应尽量在证照齐全、管
理规范的商场、超市选购。在购买后要保存
好购物小票、发票等有关消费凭证。在选购
常温粽子、速冻粽子、绿豆糕、咸鸭蛋等预包
装食品时，要注意包装是否完整，不要购买
外包装有破损、涨袋、漏气的产品；要注意包
装上的标签标识，生产日期、保质期、生产厂
家名称等信息是否齐全，不要购买超过保质
期和标签标识不全的食品。

粽子、绿豆糕大多属于高糖、高能量的
食物，对于糖尿病、三高、有肝胆疾病的消费
者，一定要控制食用量。即使是正常人一次
也不宜过量食用，以免引起胃肠负担过重，
造成消化不良。

外出旅游的市民，在外用餐也应注意食
品安全，尽量选择食品安全条件较好、设施
齐全的餐厅用餐。

随着端午节临近，市场上各种的
端午节食品、饰品已经是琳琅满目。
日前，记者走访了我市一些商场、旅行
社，了解到，今年的端午市场已经提前
启动。

今年的市场，除了传统的粽子、鸭
蛋、香囊等产品，还出现了自加热粽子
等新品。同时，因为临近旅游旺季，以
及价格亲民的原因，端午旅游市场也
十分火热。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端午饮食应当注意安全

不断升高的气温，难以阻挡市民端午旅
游的热情。根据多个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
数据显示，端午小长假临近，旅游市场有望
延续“五一”假期的火热。

在市区一家旅行社门店，工作人员表
示，近来咨询端午出游的市民增多，很多都
是考生家长。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在高考、中
考之后，很多家长都计划利用假期，带考生
外出放松放松。从咨询的目的地来看，短
途、长途的都有；从出行人数上看，大多是几
个家庭结伴出行。

前不久，某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2023
年端午假期旅游预测报告》称，从平台搜索
量和提前预订量看，今年端午节假期中国旅

游市场有望延续“五一”假期的火热势头。
受假期时长影响，端午节假期出行仍是

周边游、短途游居多。得益于便利的高铁线
路，“2小时旅游圈”成为出行热点。

从旅游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成都、
武汉、长沙、重庆、西安等热门城市热度不
减；青岛、威海、杭州、厦门等沿海城市热度
增长明显。

从旅游成本看，相较“五一”假期，端午
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降低近二成。

同时，年轻人成为端午旅游主力，有业
内人士指出，距离较近，花销不多、不会拥
挤、住得要好、美食要多，成为年轻人端午旅
游规划的重要衡量标准。

传统产品多传统产品多 新品引关注新品引关注 旅游正当时旅游正当时

的价格，甚至比一些礼盒粽子的单价还要
高。但因其简单加热，即可食用的特点，迎
合了当下年轻人对方便快捷的追求。

市民张先生表示，自己一直很喜欢吃黏
食，每到端午，都很青睐粽子。“但是冷的粽

子，吃了胃里不舒服，特别是火腿、鲜肉馅
的。以前用微波炉加热，还容易流失水分，
变得很硬。”今年发现“自热粽”后，他觉得这
个新产品很不错，不仅方便携带，而且口感
还很不错。

端午临近，各种节日礼盒和端午香囊销售火热

年轻人成为端午旅游主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