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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哈尔滨相关话题迅速走热，东北

冰雪旅游热度居高不下。“哈尔滨真的又火

起来了”，在《中国经营报》记者的采访中，

很多本地居民和商家如此感慨。

根据哈尔滨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提供

的大数据测算，截至元旦假日第3天，哈尔

滨市累计接待游客304.79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59.14亿元，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总收入

达到历史峰值。根据哈尔滨市商务局相关

监测数据，激增的游客量带动了各行业的

收入增长，直接拉动住宿、餐饮量上涨，住

宿、餐饮企业销售额同比增长129.4%。

盘古智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江瀚认

为，哈尔滨的翻红并非偶然，而是多种因素

综合作用的结果。从“玩梗”营销到城市管

理部门的主动接梗，再到东北商家和本地

居民的热情好客，各方面发力拉动了哈尔

滨的消费。

马迭尔营销总监刘富彬表示，当下，正

在计划通过扩大马迭尔“老字号”品牌影响

力，聚焦餐饮、食品和住宿，全力打造哈尔

滨市冰雪经济新引擎。

哈尔滨到底有多火？携程数据显示，哈

尔滨元旦假期旅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58%，

异地客群占比75%，预计该地旅游热潮还将

延续至寒假和春节假期，成为今年冬季旅游

的“顶流”。同程旅行数据显示，元旦假期哈

尔滨的旅游热度环比上涨240%。

据商家反映，哈尔滨旅游的火热，直

接带动了如羽绒服、暖宝宝、靴子、雪糕等

产品销量的增长。例如，哈尔滨中央大街

上的羽绒服品牌尤其注重结合雪景布置

门店，以此吸引消费者。

马迭尔食品品牌总监吴思光告诉记

者，根据此前的数据判断，今年东北地区

的相关消费会有一些热度，升温是从2023

年 10 月份开始的，但没想到会“火到出

圈”。据他描述，元旦期间中央大街的马

迭尔冰棍卖出了10万支。

民以食为天，记者注意到，东北早市

一直是社交平台的流量密码，前往哈尔滨

“道里菜市场”“红专早市”探索地道美食

也是游客的必备打卡项目。大众点评数

据显示，元旦期间，“道里菜市场”搜索量

暴增8倍，评价数增幅超9倍，笔记攻略数

增幅超10倍。

在这波热潮中，还出现了各种被火热

传播的“梗”，比如“尔滨”“南方小土豆”

“哈格沃兹”。在IP业内看来，这当中很多

都具备成为超级 IP 的潜质。“冻梨摆盘”

“甜豆腐脑”等食品梗贴近生活，更容易引

起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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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滨”成顶流

“尔滨”破圈：深耕冰雪消费求长红

哈尔滨旅游的火热，带动了羽绒服、暖宝宝、靴子、雪糕等产品销量的增长。

在冰雪经济迎来风口之时，哈尔滨借

助冰雪资源，抢抓冰雪旅游、冰雪消费、冰

雪赛事、冰雪运动培训等商机，为住宿、体

育、研学等不同产业搭起了桥梁。

著名顶层设计专家、清华大学品牌营

销顾问孙巍表示，冰雪在北方具有多种特

色，比如故宫看雪、长白山滑雪，都需要冰雪

资源结合本地符号，以此深耕消费者心智。

因此，未来的冰雪城市在抢夺消费者眼球

时，主打本地爆点符号才是成功的关键，哈

尔滨的“冰雪大世界”就是核心引爆点。

根据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哈尔滨的

热度自2023年12月上旬起就一路走高，其

间经历了三个高峰，分别是哈尔滨冰雪大

世界开园、2024年元旦假期和第40届哈尔

滨冰雪节开幕。

携程相关负责人则表示，观察近期目的

地为哈尔滨的订单量，可以发现在2023年12

月18日冰雪大世界开园前后，其整体的旅游

订单量迅速上涨，开园后两周游客前往哈尔

滨的订单量环比前两周增长翻倍。

孙巍指出，在社交传播中，冰雪大世界

塑造出了和迪士尼乐园、环球乐园等类似

的 IP 形象。因此，哈尔滨就重点聚焦“冰

雪+玩乐”，辅以其他网红打卡地点、打造

场景矩阵。

记者发现，在哈尔滨与玩乐相关的热

门词不少，包括哈尔滨热雪奇迹、哈尔滨极

地公园等。伏尔加庄园的餐饮负责人向记

者透露，每年冬天大雪时，都会有消费者向

其感慨，这简直就是“东北迪士尼”。

此外，“俄罗斯在逃公主”的社交传播

让火了很久的“公主梗”，在当地欧式建筑

索菲亚大教堂有了具体的场景。

吴思光谈起游客打卡的“索菲亚大教

堂”造型的冰棍时说道：“马迭尔和哈尔滨

是有强关联的，我们希望找寻哈尔滨的印

记，索菲亚大教堂是哈尔滨的标志性建筑，

作为网红符号有很多人前来打卡。”

当地符号结合产品落地，就是消费品

牌们致力于打造的消费场景。吴思光提

出：“其他冰淇淋品牌可能热衷于文创，但

我们更希望把自己打造成一道风景线，所

以更多是围绕哈尔滨的印迹、文化、元素来

做布置。产品都会于 2024 年在全国连锁

门店和主流景区做铺设，希望能够在景区

做更多的场景化布置，唤醒消费者对哈尔

滨和马迭尔的文化记忆。”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哈尔滨出圈前，当

地旅游业就已形成一定的规模。数十年

前，胡适、朱自清等名人前往欧洲时，都曾

在这里停留。现下，哈尔滨更是塑造了一

个“愿意为了远方而来的客人改变自己”的

IP 形象，展现了它的多元和包容。

体验感+场景化 哈尔滨重点聚焦“冰雪+玩乐”，辅以其他网红打卡地点、打造场景矩阵。

江瀚指出，哈尔滨凭借精准的城市营

销战略，实现了翻红。如何从翻红到长

红，则是给“尔滨热”留下的一道思考题。

据相关部门官方回应，这番爆火现象

不是偶然发生的。2024年1月2日，黑龙

江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何晶在

接受央视新闻采访时表示：哈尔滨这个冬

天的火爆其实不是偶然的，已经做了一年

的准备。

多个当地宾馆酒店经营者告诉记者，

目前按照哈尔滨市政府要求，努力提升服

务质量，坚持明码标价，“不过度浮动价

格、不盲目调整价格、不虚高标注价格”。

据了解，部分酒店同步推出了延长早餐时

间，赠送冻梨、黏豆包等哈尔滨特色食品，

提升住客的体验感，满足消费者的情绪价

值需求。

在很多采访对象看来，哈尔滨出圈的

背后得益于黑龙江政府与民间的提早布

局、精心准备和用心服务。例如，2023年

11月，抖音知名打假博主@B太暗访中发

现，哈尔滨雪乡旅游团报价混乱。视频发

布后，相关部门马上介入调查，发现涉事

旅行社及相关人员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迅

速立案处理。

此外，江瀚认为，像冰雪大世界插队

事件，政府层面的布局接盘和接地气的造

势活动“转危为机”，这体现了城市主管部

门在面临挑战时的智慧与勇气，即在尊重

市场规律的基础上有效整合资源，积极创

新营销手段。

孙巍提道：“为消费者服务才是商业

成功的秘诀，和消费者连接的是产品和服

务，唯有爆点的产品和爆点的服务，才能

引爆消费者的口袋和口碑。城市营商环

境、消费环境友好程度，直接影响了经济

发展和旅游发展。无论淄博还是哈尔滨，

都正在往‘为消费者提供友好服务’方向

转变。”

上海蓝狙策划公司董事长刘大贺则

指出，“尔滨热”与“进淄赶烤”有本质区

别，仅靠处处都有的烧烤，很难形成唯一

性、依赖性，但规模性冰雕只有东北才

有。冰雪是东北的天然因素，未来政府在

此方面进行聚焦定位，内容及服务持续升

级，会不断强化这一旅游的趣味性、独特

性、珍贵性，就会形成强有力的认知，以此

推动东北地区的消费和振兴。未来哈尔

滨只需将冰雪进行到底、不断深化，将更

潮流的元素、更时尚的内容进行植入升

级，结合当地的特色建筑，根植消费者心

智，成为世界冰雪的打卡景点。

在迎接泼天的流量后，当地品牌也在

思考联动特色农产品，实现地域破圈。

吴思光告诉记者，在哈尔滨，“冬天吃

冰棍”是普遍现象，当消费者建立了这样

的认知后，就能培养他们形成消费习惯。

因此，马迭尔方面计划将全国多场景渠道

铺开，目前，上海、天津等城市已在着手准

备了。除了线下结合餐车打造场景化外，

还将借助新零售、直播电商将其产品推向

全国。

“我们未来产品卖点是离不开哈尔

滨元素的，结合城市的发展和曾经俄式

美食的传播记忆，希望慢慢能够沉淀为

品牌的风格。从长期来看，冰淇淋产品

也趋向健康，2024 年第二季度产品会结

合黑龙江的特色农产品（比如有机黑豆

子），再推广到全国市场，以此推动品牌

与黑龙江特色农产品突破地域，走向全

国。”吴思光表示。

多位业内人士提到，哈尔滨“重视传

播营销策略、联合消费平台提前宣介，提

升城市热度”的做法应该继续保持。例

如，从2023年秋季开始，当地文旅局与东

方甄选、携程等开启了专场直播，开展线

上线下营销，提升目的地旅游热度，从而

卖出更多的相关消费产品。

根据同程旅行平台的数据，当前关注

及预订哈尔滨旅游的用户年龄，主要集中

在20岁至39岁，占比过半。2024年1月20

日后，全国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寒假，哈

尔滨将成为热门寒假亲子游目的地，预计

近期哈尔滨的住宿消费仍然保持旺盛。

而这波流量过后，哈尔滨也需要思考如何

吸引消费者、留住本地人才，实现长红。

满足消费情绪

在迎接泼天的流量后，当地品牌也在思考联动特色农产品，实现地域破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