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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假期刚过，就有一座城市被众多网络媒体封号
“2024年第一个网红城市”。但把媒体文章一一点开，却发
现，只不过是那么两三篇通稿，反反复复地刷，甚至，很多网
络媒体连“改个头、换个面”的表面功夫都不做。

必须承认，那座以冰雪世界、冰雕乐园著称的城市，在
这个冬天，也确实发生了一些旅游的新闻热点故事，城市也
着实做了不少“淄博式”的服务型工作。但说实话，网红了
吗？并没有，充其量，只不过是一次季节性的周期热潮叠加
疫情之后的旅游反弹。

能够理解，那座城市为什么如此热切地想当网红。因
为，今日的世界，一座城市似乎只要抓住流量，就能从籍籍
无名或少人关注转身火遍全国，带来名气，带来商机，带来
诸多可能。于是，争夺网红城市的头衔，开始成为众多城市
谋划的重点。

且慢，且慢，盲目地“抄作业”甚至只抄个那“作业簿”的
封皮，东施效颦、邯郸学步的故事古即有之，今日更不少见。
真心努力当一个网红城市，一些基本的概念首先要清楚。

网红城市，本质上是城市营销的时代印记。我们可以从
一个理念、一个案例理解。

理念源自市场营销学。城市营销是企业营销的延伸，现
代营销学之父菲利普·科特勒曾提出非营利组织营销的理
念，并写出了《国家营销》。城市营销，即把城市视为一个企
业，对城市内的产品、企业、品牌、文化氛围、贸易、环境以及
城市形象进行现代化营销。而营销学讲究的核心竞争力，恰
是一种差异化的感知与情感体验。

案例是1977年的纽约。公众号“DT青年理想城”的文
章有介绍。1977年，纽约历史性的大停电事件以及由此引发
的全城骚乱，使彼时的纽约身陷经济危机、人口外迁严重、
治安一片混乱。为了走出困境重振旅游业，纽约推出了城市
宣传的Logo——“I♥NY”。当“I♥NY”的标志渗透进纽约
的每一个角落，在大街小巷中流动时，这个作为城市营销产
物的符号，陪伴纽约从低迷走向复苏。于是，在这个被称为

“一个符号拯救了一个城市”的案例中，人们开始认识到城
市营销的魔力。

事实上，现代营销学理念以及纽约这个被视为现代城
市营销鼻祖的案例，都告知我们，城市营销，或者今日的网
红城市，其核心的要素，正在于你有一个在人们心目中印象
最深、影响最大、经久难忘的城市认知或曰城市标签。1977
年的纽约，这个认知标签是焦虑的爱心；今年的淄博，刚“出
圈”的时候是“灵魂烧烤三件套”，而能够持续网红的则是

“人情味儿”“政通人和”以及“有温度的城市”。
公众号“读城记工作室”曾有总结《网红城市，已经4.0

了》。在其四个版本的网红城市描述中，北京、上海、西安、广
州、桂林，是1.0版本，拼的是综合实力、历史文化底蕴和自
然资源；香格里拉、厦门、丽江、拉萨，是2.0版本，红的是一
种脱离传统都市的生活方式；重庆、成都、长沙、青岛，是3.0
版本，是富有地方特色的场景，有意无意通过图文、视频广
泛传播，再由官方根据走红特点打造城市IP；淄博、隆回、江
门、榕江等，是4.0版本，或凭借极具烟火气的地方饮食、生
活场景，或踩中当代年轻人的关注点甚至痛点，在社交媒体
的催化下一炮而红。

毋庸置疑，无论是哪一个版本的网红城市，都有其独一
无二的城市认知或标签。西安是六朝古都，桂林有“山水甲
天下”；厦门给自己涂满了文艺气息，丽江则与“诗与远方”
深度捆绑；提到重庆是奇幻瑰丽的洪崖洞和半山腾出的轻
轨，提到长沙就离不开美食和追星；淄博的烧烤、榕江的村
超，则已然不用再多说。

请注意，这些城市认知，早期的网红城市，或是口耳相
传、自然形成；后起的新兴网红，则大都有着幕后的精心策
划。但无论哪一种城市认知，都是在自己的城市生活中自发
生长出来的，因为自具地方特色，也就成了众人皆称道的城
市标签。可以说，没有一例城市标签是“现抄”的。即便是榕
江的村超，也源自当地群众的热爱和坚持，项目在地方的历
史长达几十上百年，只不过城市营销师给它穿了件时尚
外衣。

所以，当我们厘清了网红城市的这些最基本概念，或许
我们便能够确定，想当网红的城市，最重要的，并不是急切
切地发通稿、买热搜，而是找出最具地方特色的基因，踏踏
实实地坚持做那一个独一无二的自己，认认真真地过好独
属于自己的当下的快乐生活。然后，一个契机来临……

侃新闻之想当网红的城市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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笃行实干的
镇江名臣吴淮

地球上最清纯
的一滴眼泪

□ 王炳臣王炳臣

从硝烟中走来的从硝烟中走来的
拓荒人拓荒人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1953 年，为响应祖
国号召，他放弃了“独子可以不参军”的照顾政策，毅然报名
参军，奔赴朝鲜战场；1969 年，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到桥
头农场工作——

一腔热血 报效祖国

王发余于 1935 年 6 月出生在安徽
省庐江县苏家屯村，独子，下有 3 个妹
妹。因为家庭比较贫寒，从小就跟着他
的父亲干农活，没有读过一天书。

1951年开春，为了搞好农业生产，
国家号召以自然村为单位成立互协合
作组，他被选为村互助组长。朝鲜战争
爆发后，党中央动员有志青年参军抗美
援朝，保家卫国。虽然当时政策规定独
子可以不参军，但是他还是怀着一腔热
血，抱着拳拳爱国之心，耐心做通了父
母的思想工作，于 1952年 12月踊跃报
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

他在庐江县兵役局登记入伍后，被
编入安徽省军区新兵 201团 3营，先在
庐江坐船到浴西口，再乘车到沈阳附近
的一个叫十三站的车站下车，在庄稼屯
经过一个多月短期集训后，乘火车经安
东(现在叫丹东)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
一天下午，大约3点多钟，部队遭到了多
架美国飞机的临空狂轰滥炸与机枪扫
射。在这次敌机空袭中，他的右手臂负
了伤，由连里卫生员简单包扎后，随部
队继续行进。

由于沿途敌机空袭频繁，他们走了
10多天的时间，才到达三八线附近的金
城川。他被编入参加夏季反击战的180
师 539团 3营营部通讯班，当了一名通
讯员。营长张文华、教导员赵三绿(赵后
来任 60军政治部主任)对他特别关心和

爱护。
在一次攻打“无名高地”的战斗

中，由该营 9连担任主攻，待 9连攻克敌
阵地后全营就转入防御。他第一次单
独执行通信任务是向主阵地河对面的
一个前沿排传达撤回到主阵地的命
令。虽然，这条河的河面不太宽，但是
水很深，且河面上敌人的炮火和机枪扫
射很密集。他们班的老兵都是北方人
不会水，河水淹到胸口就过不去了。眼
看前面的几位战友过河都失败了，班长
急得直跺脚。在这紧急关头，他站出来
主动请缨，经班长同意后，他一个猛子
扎到水底，憋着气躲过敌人的射击点，
按照班长的提示，巧妙地利用敌人机枪
封锁的死角上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从此以后，他多次单独通过敌人的炮火
和机枪封锁线顺利完成了多项任务。

有一次，他在通过敌人炮火疯狂拦
阻射击封锁线时，敌人的一颗炮弹在离
他约10米处爆炸，他的左后背被炮弹片
划伤，左耳被震聋。对此，他毫无畏惧，
顾不得包扎伤口就沿着公路边沟匍匐
前进，机警敏捷地通过了敌人的封锁
线，圆满地完成了任务。他无愧于最可
爱的人的光荣称号。

1953 年底，他随部队奉命回国，
1955年入党。之后，经过各种形式的业
务培训，先后担任反坦克炮少尉排长、
副连长、教导队队长、连长等职务。

抗美援朝73周年纪念日前夕，天气
晴朗，西霞满天，我来到镇江市区看望
90岁高龄的隶属于老部队的原桥头农
场场长王发余老英雄。

王老虽然前段时间患过脑梗，行走
不太方便，说话也有些不太清楚。但
是，他看上去身板硬朗挺拔，精神矍铄，
仍然保持着一副老军人的血性刚毅气
质，霜染的缕缕银丝记录着他的追求和
奉献。

几年未见，他远远看到我的到来显
得特别兴奋和亲热，热情地拉着我的手
坐下来，断断续续地聊起了他的军旅生
涯与在原炮兵第 66师桥头农场的一桩
桩拓荒创业的往事，他的情绪显得有些
激动，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饱含着些许
晶莹的泪花，从中透射出他的自豪和欣
慰。听完他那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令
我肃然起敬！不由自主地走进了他的
故事里……

开垦拓荒 发展农场

1969年，王发余愉快地服从组织安排，
到桥头农场工作，成为一个穿军装的拓荒
人。之后，他与农场结下了长达 20 年的
缘分。

桥头农场所在地，原名叫光宇洲。开垦
前是国有江滩，长江水位高的时候是一片汪
洋，水位低的秋冬季节，滩上河沟纵横，泥塘
沙丘片片；春天芦苇丛生，虾螺密布，血吸虫
严重危害着到这里割草、放牛、捕鱼、摸虾的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为此，原南京军区炮兵司令部首长经过
多次现地勘察，决定在这里围江滩造田，开
办农场。并于 1969年 3月 14日召开了围江
滩造田誓师大会，声势浩大地拉开了大拓荒
的帷幕。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他走马上任，
先是担任农场生产股股长。由于他工作认
真负责，成绩突出，不到一年时间就被提任
副处长，第二年转正担任处长，之后改称场长。

在他担任处长（场长）前，根据上级命
令，农场划归炮兵第 66师管理。他担任场
长后，在上级党委和首长的直接领导下，在
前任初期创业的基础上，身先士卒，以“拼命

三郎”的精神，团结带领全场官兵艰苦创业，
开拓创新，紧紧依靠全师部队的大力支持，
通过近 20年的发奋努力，硬是在这片荒芜
的江滩地上，开垦崛起了一座沟、渠、路配
套，车辆、农机、房屋等各项基础设施完善，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融种植、养殖、加
工、销售于一体的耕地面积超过 6000亩的
现代化大型农场。

从 1975年起，农场先后多次被评为军
区炮兵、陆军第60军、第1集团军、南京军区
先进农场。1982年被评为全军先进农场。
1977年还被总参外事局确定为对外开放农
场，先后接待了多批外国军事代表团来场参
观。对此，他并不满足，将目光投向更高、更
长远的目标。1983年，他作为基层先进农场
代表出席了全军农副业生产表彰大会。

返回农场后，他马不停蹄，带病搞了一
年多的市场调查，并带领有关人员到军内多
种经营办得好的农场参观学习取经，考察了
当时杭、沪、苏、锡、常城市郊区的社队企业，
学到了一些办厂治厂的经验，了解了市场上
的一些发展情况。

优良作风 令人敬佩

1984年，他住院作胃切除手术期间，忍
着病痛，运用考察学到的知识对农场近况进
行了详细分析，从中梳理找出了一条充分发
挥自身优势，探索走市场化的新发展路子，
并制订出了一个三年发展规划。这个规划
立即得到了农场党委的大力支持，报师党委
批准实施。

为加快实施这个规划，他出院后，拖着
尚未痊愈虚弱的身体带领有关人员四处奔
波，开展横向联系，先后与南京烷基苯厂、三
乐洗衣机厂、蝙蝠电扇厂、常州塑料机械厂、
上海革新电机厂、胜得塑料厂、镇江供电局
等单位建立了协作关系，签订了协作协议。

同时，在农场内部积极改革推行生产经
营承包责任制，新建扩建和办好养鱼养猪养
鸡场、饲料加工厂、植物素肉厂、塑料厂等企
业，经过多方筹集资金，整合资源，营建厂
房，购置设备，与南京烷基苯厂协作创办了
一家骨干企业——炼油厂，使农场逐渐走上
了一条农工商一体化发展的全新道路，实现
了历史性的飞跃和蝶变。

尽管农场快速发展崛起，他仍然保持着
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平时，无论是
对农场的日常管理经营，还是到外地出差，
都精打细算，决不奢侈浪费一分钱。每年农

场除了上缴师、旅部外，他把所有积蓄全部
用于兴办实业，发展生产，做大蛋糕，有“铁
算盘”和“铁公鸡”的雅号。

他家住在市区，按照规定节假日回家可
以享受小车接送待遇，可他没有这样做。他
私事回家就到几公里外的桥头镇坐火车，后
来农场里有直达镇江的公共汽车，他就坐公
共汽车回家。他的这些感人事迹多次被《解
放军报》《人民前线》进行专题报道，成为全
军区部队学习的榜样。

1989年 4月，他宝刀不老，被原南京军
区政治部聘为农副业生产干部技术职称评
委委员，还被原南京军区后勤部聘为农副业
生产顾问。

1998年某部防空旅修建导弹团营房时，
他仍壮心不已，再度出山，被旅首长请到工
程指挥部把关协助工作，继续发挥余热。经
过生死考验的王老，当场长几十年，把名利
看得很淡、很淡。每逢组织上给他立功受
奖，他都以种种理由，把荣誉和名利让给部
下，并四处奔走，积极为部下晋职晋级晋升
工资提供帮助，令人敬佩！

王发余在朝鲜战场与战友合影（后排右二）

1988年，王发余在全军后勤工作会议上介绍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