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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拔只有300米的小山，一天内
有10万人爬；方圆几平方公里的湖，
一天几十万人“游”；江岸悬崖上的

“镇”，从早到晚被人潮“淹”；“巴掌
大”的店，成千上万人围，“有幸”排到
号的人却可能连门都挤不进……

近年来，每逢公共假期，“网红城
市”都会爆发一波“打卡热”。一方
面，粉丝“爆棚”带来相应城市知名度
和人口聚集力上升、文化旅游等第三
产业收入提高、社会临时性就业岗位
增多等积极影响；但另一方面，远超
负荷的客流导致“打卡”民众旅游体
验欠佳、“被打卡”城市秩序混乱、对
生态和文化遗产保护不利，存在公共
安全隐患。“网红城市”应有充分预
案、必要投入、充足准备，在拥抱“打
卡热”的同时保持治理“冷思维”。

“网红”城市形成“聚合作用”

“去网红城市打卡”，已经成为当
下出游新趋势。

以今年“五一”小长假为例，长沙
一天内岳麓山、橘子洲等景区日接待
游客人次都是“10万+”水平，《沁园
春·夏之恋》主题焰火更吸引了数十
万人现场观看；重庆洪崖洞，几乎全
天候人潮人海，附近的千厮门嘉陵江
大桥只能实行交通管制、人员排队上
桥；成都网红打卡地“小酒馆”，游客
更是连门都挤不进……

纷至沓来的游览者，给地方带来
的经济效益十分可观。如今年“五
一”期间湖南共接待游客2322.31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164.97亿元；
挣得最多的长沙，实现旅游收入35.3
亿元，湖南省、长沙市的旅游收入同
比增长均在两成以上。相比长沙，

“网红”热度同样很高的成都、重庆、
西安、杭州等，也个个挣得盆满钵满。

打卡地作为一种指标，反映着时
代性格的一部分：自信、自强、自娱。
这种潮流，助力偏处四川盆地的成
都，凭借众多“网红打卡地”，成为人
才“孔雀西南飞”的重要目的地。据
四川省统计局统计，2018 年四川新
增的 39 万常住人口当中，成都常住
人口比上年增加28.53万人，占全省
七成以上。其中新入户者，相当一部
分是大学毕业生。与成都类似，武汉
光谷“绿野仙踪”“造梦空间”等“打卡
地”近年走红，目前光谷地区人口规
模130万人，其中70%为35岁以下的
年轻人群。

由“打卡”到熟悉再到认同，一张
张“网红城市”名片，不断发挥作用。

“景点人多到手机没信号”

一小时只能挪动几百米，排队四
五个小时才能抵达心仪的“网红”地
点；人挤人、人挨人的活动现场想发
一条微博或微信，两小时后才会发送
成功；因为人太多，导致地铁封站限
流、公交无法移动，网约车手机显示
预计等待时间两小时，排队超过
2000人……

“没别的，就看到了人”“后悔了，
不想出来玩了”“进也不能进，退也不
能退”……今年“五一”期间，网上充
斥着“打卡者”这类图、文、音视频结
合的“现场报道”，很多人吐槽旅游体
验感“悲催”。

“人挤得连垃圾车都开不进去，
环境卫生保洁都很难保障。”“网红城
市”很多基层工作人员更是叫苦不
迭。他们说，这种“打卡热”在节日带
来的脉冲式消费，从旅游经济角度考
量称不上高质量。“人挤做一团，旅游
体验感肯定不会太好；远超接待能力
的客流，会导致旅游景点、商业门店
等难以保障服务质量和产品质量，还
会滋生‘店大欺客’现象，很难带来真
正的‘消费升级’。”

很多网红城市身处一线的职能
部门、街道工作人员，几乎每次“长
假”过后，都会对“打卡网红”带来的
管理压力和安全风险心有余悸。

“人群把道路占满了，我们街道、
派出所、职能部门全天候加班。但几
百个干部和民警一进现场，就完全被
人海‘吞没’。由于人太多，护栏、围
挡都被挤垮，我们喊破喉咙也收效甚
微。”一位参与了“网红城市”热门景
点维持秩序的民警说。

还有一位干部说，很多“网红
景点”位于水边、山边，且区域处
于“全开放”状态。后面的人群拼
命往前面拥挤，而前面的人可能已
经进无可进；一旦堤坝、围栏、楼
梯、电梯或自动扶梯出现垮塌、坠
落等意外，很容易发生人身伤害事
件；而相关突发事件还很容易引起
人群骚动。如果事故现场连手机通
讯都无法保障，出了问题就会“叫
天不应、叫地不灵”。

“现场从安全管理、公共服务到
接待能力，很多方面都突破了极限。
我们实际上只是在赌运气——赌运
气好侥幸不出事……根本控制不住
这样多的人流量，出了事后果不堪设
想！”有干部忧心忡忡地说。

从卖力推介到限流、减量

借助互联网“云传播”的效应，人
们直奔心仪网红城市“打卡”。四通
八达的高速铁路、民用航空、高速公
路等现代交通运输方式，使“一场说
走就走”的旅游成为现实。

等“打卡者”到了自己心仪的城
市，直奔“网红地点”，即使面对举目
四望的人山人海，人们也会选择留下
而不是离开。因为为了这一刻，每个
人都不同程度投入了时间、精力、情
感、金钱。如果选择放弃，之前一切
都会变成“沉没成本”。绝大多数人
会“拒绝止损”，坚持挤进去、挪过去，
不“打卡”不罢休。国人有最好的自
我心理抚慰：“来都来了！”

刚当上“网红”的很多城市和商
家，对于纷至沓来的人潮往往乐享其
成。但很多更早出现类似现象的“网
红景点”，在看到“硬币另一面”后，已
经开始采取限流措施，不让游客的出
游体验大打折扣。

在国内，为了防止因参观者太多
导致文物特别是壁画加速氧化和腐
蚀，敦煌莫高窟实行严格的官网预约
购票，同时将门票区分为常规门票、
应急门票等，引导“飞天粉丝”们提前
规划、设计日程和淡季参观，对参观
人潮实行科学合理的疏导。

不少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公共管
理机构，都逐步认识到“过度旅游”的
危害。在采取竖立警示牌、增加人力
疏导和清理等现场管理措施收效甚
微后，正从过去的卖力推介，开始转
而采取对游客限流、减量的政策。

“网红城市”要有“负面清单”

采访中，有干部对记者说，如今
很多地方还在努力营造“网红打卡
地”，把营造城市氛围作为城市软实
力的关键一环来抓。而在激烈的“打
卡地”竞争中，一些现象让人怀疑，城

市对此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有干部告诉记者，针对密集人群

带来的安全隐患，基层一线频频向上
级提示风险。但有的地方领导干部
对此尚未引起高度重视。“总是节前
开个会或者发个文，将安保、保洁、维
稳、应急等任务压给基层干部。一是
没有人力、物力等增量资源投入，二
是发生问题拿一线人员问责，这是不
是推卸责任的做法呢？”

很多受访者认为，作为新媒体时
代的社会现象，“网红城市”需要思考
的是：要素供给是什么？需要建立的
负面清单有哪些？

有建议指出：城市管理是系统工
程，网红打卡地首先需要考虑的应该
是安全。一个“网红打卡地”，周边交
通如何，消防设施如何，如何来适应客
流量峰值，均应加强统筹规划。要素
供给中，安全要素应该挺在最前。对
于设施陈旧者，应尽快改善更新以适
应变化。每一个已经和即将成为网红
的城市，对所有物质、非物质文化与自
然遗产，都应该珍惜。开发和利用，要
建立在安全与合理的基础上。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与其说“网
红城市”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结构、
方式和节奏，不如说当下的生活结
构、方式、节奏催生了“网红城市”。

“网红城市”现象起自个体心情，
对公众的情绪管理是重要一环。良
好的情绪既来自现实世界，也来自网
络世界，而且越来越依赖于网络世
界。游客数量达到峰值的时候，当地
通讯信号是否通畅、拍照分享是否便
捷、是否能提供广泛而周到的选择、
是否能寻求到帮助、是否构建起社交
圈层，均是应该考虑的要素供给。

打造“网红城市”“负面清单”，就是
要尽可能减少城市要素供给的不足。

我们要打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
的“流动盛宴”，从“网红城市”逐步过
渡到安全、便捷、舒适、温暖，可供人
类诗意栖居的心灵家园。

（中新网 发）

体验差、安全隐患

网红城市打卡热背后需冷思考

重庆洪崖洞景区,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