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 3月初开始，甘肃天水的麻辣烫意外出圈，成为继淄博烧烤、“尔滨”冰雪后，中国消费

市场的又一段“消费传奇”。天水麻辣烫火爆全网，让人们再次看到了数字时代流量经济的

“洪荒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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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康劲

从 3月初开始，甘肃天水的麻辣烫意外出

圈，全国各地的游客、美食博主纷纷涌入，千

里奔赴，火辣滚烫。天水麻辣烫成为继淄博

烧烤、“尔滨”冰雪后，中国消费市场的又一段

“消费传奇”，让人随手就触摸到那股汹涌澎

湃的“新流量经济”。

“新流量经济”不拒绝人间烟火

数据显示，截至 3月 16日，天水麻辣烫在

各大社交媒体的播放总量达到 10 亿+，可以

说拿起手机就能刷出“隔着屏幕都能勾得人

流口水”的视频。

意外出圈的初始版本，其实也很意外——

视频无包装、无策划、无推手，纯粹的“三无”

自媒体。

故事开始于 2月 13日，正月初四，一位网

名叫“一杯梁白开”的女大学生回家过年，也

许是不堪春节期间大鱼大肉的油腻，找到街

边麻辣烫，吃饭中随手一拍。

当晚，她为这段视频配了 11 个字：“建议

全国普及甘肃麻辣烫”。似乎感觉这个 2秒多

时长、只一个镜头、“装”了三五碗麻辣烫的视

频实在粗糙，就干脆“重要的事情说 3遍”。

没想到，重复剪辑为 7 秒的视频，戳准了

“新流量经济”的敏感神经，一夜涨粉 1.3 万。

在随后的 20多天里，它被点了 138万颗红心，

收获了 25 万多条评论、191 万多次转发，带来

第一波热度。

进入 3月，春暖花开，天水麻辣烫再度“封

神”，天南海北的游客蜂拥而至，各路博主、大

V 火线加盟、激情助燃，一些文化界、经济界

的名人也“乐在参与”，纵论天水的历史古今、

文化经济。

至此，天水麻辣烫彻底“火”了，“火”得不

可阻挡。

不可否认，天水麻辣烫的“火势”，受益于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

术的全面兴起和在应用层面上新零售、新餐

饮、新文旅的融合创新。

如果一碗低价、实惠、味浓、市井的麻辣

烫都能“火”到如此境界，那么有“新流量经

济”的加持，任何“消费传奇”皆有可能。

或许，天水麻辣烫只是今年经济回升向

好、消费稳步复苏、市场活力日趋增强的一

组“表情包”。

再小的经营主体都可能成为顶流

人生半百、开店 30 年，如果不出“意外”，

哈海英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经营的 20多平方

米小店——海英麻辣烫，会迎来现在的“人生

巅峰”。

进入 3 月，哈海英每天 6 点开始准备食

材，采买洗切忙乎到上午 10 点左右开店，开

店前二三个小时，门口就开始排队，此时在大

众路四合院市场内，等待就餐的队伍已经蜿

蜒似长龙。她的表弟不停地烫、不停地涮，嘴

里 嘟 囔 几 句 ：“ 烫 不 完 ，烫 不 完 ，根 本 烫 不

完”。结果，被一位博主拍下，瞬间又“火”了

一把，成为天水麻辣烫老板累出痛苦面具的

“表情包”。

然后，又有博主赶来“灭火”，“很正经”地

给他再拍一段视频，回应说“没有被甘肃文旅

约谈”“根本不累”，结果又意外“火”了一把，

店前排队的长龙更加人山人海……

哈海英只是进入顶流的千百家天水麻辣

烫小店的其中之一。几十年来，这些小店驻

扎在天水市区的街头巷尾，为一波又一波的

街坊熟客而忙碌。

也许，不能用传统思维去评判天水麻辣

烫。“新流量经济”的奇迹，正在无限放大经济

前行中的每一个细节，记录微观发展中每个

人的表情。同时，也将有可能深刻地影响到

每一个创业者、打工人，让他们一把被拽入广

阔空间，经营轨迹瞬间改变。

作为以吸引和维护用户流量为核心目标

的商业模式和策略，“流量思维”曾是衡量网

站、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平台成功与否的关

键。似乎，这也是互联网大厂、行业头部企业

的“必答题”。但是如今，“新流量经济”正凭

借新一代的互联网技术，带领市场走入一个

星光满天的时代，再小的经营主体和个人、最

微端的经济细胞，都有晋升为顶流的可能，都

有公平分享“新红利”的机会。

抢抓“互联点”带动产业发展

民以食为天，“吃”是永远的朝阳产业。

传统的思路，是沿“链”拓展；“新流量经济”的

思维是全域出击，所谓“不谋全局者，不足以

谋一域”。

如今走进天水，会发现整座城市的每一

个细胞，都在为麻辣烫忙碌，各行各业都在

抢抓“互联点”。一出高铁就遇见麻辣烫公

交 车 专 线 ，走 进 闹 市 区 就 是 麻 辣 烫“ 吃 货

节”，转一圈就收到一大沓景区优惠券和一

大堆文旅伴手礼，游客惊呼：“一碗麻辣烫花

不了几十元，礼物却收了十几份，带走得比

吃掉的多！”

3 月 17 日，来自天水的视频再度上榜，这

一次不是麻辣烫，而是社火。“天水宠粉放大

招，把高跷社火请出来了”“天水文旅确实是

下功夫了，这是最高礼仪”“大街上锣鼓阵阵，

这是过年才有的高跷社火”……

对于在麻辣烫摊位前蜿蜒的长龙，看一

段社火表演、拍一段喧天锣鼓，也许是消磨排

队等餐时间的最好方式。

以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如今逆向思

维。在天水麻辣烫吃货节上，天水秦州区文

化馆一天内组织了 7 场综合类文艺演出及非

遗展示。舞蹈节目“天风八千年”、歌曲“说伏

羲”、秦州小曲、朗诵“我为天水家乡代言”、爵

士舞、变脸、舞狮、高跷、葫芦丝、吉他、街舞等

节目轮番上阵。有人说，这是区文化馆“蹭”

了麻辣烫的流量，把所有“库存”的节目都搬

上台了。

花椒是麻辣烫中一剂调味的辅料。得益

于地域相邻、产业关联，临近天水的甘肃省陇

南市武都区成为天水麻辣烫产业链中“最小

的一环”。现今，当地金融机构敏锐嗅到投资

前景，各种“花椒贷”的信贷产品广告，已经向

种植户、加工企业、市场销售的全产业链精准

推送。

麻辣烫不仅连着田间地头，也连着金融

商贸、文旅交通，串起的是一条“连一接二”的

价值链。

由互联网科技主导的“新流量经济”在天

水抖一抖手指，就打开了一座古城发展的“新

赛道”。未来的天水，将借麻辣烫之“潮”，继

续汹涌向前。

社交媒体播放量迎来 10亿+，街边小餐饮登上消费顶流

解码天水麻辣烫背后的“新流量经济”

本报记者 时斓娜

知识产权一头连着创新，一头连着市场，

是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桥梁和纽

带。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工业和信息化

部等部门印发《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

计划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聚焦以专

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加快推动专利技

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微企业数量已超过

5200 万户。其中，科技型中小企业 50 万家，

高新技术企业 46.5 万家，创新型中小企业

21.5 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3 万家。中

小企业是经济的毛细血管，是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的重要源泉。

国家知识产权局有关负责人介绍，随着

市场竞争日益激烈，越来越多的科技型创新

型中小企业意识到知识产权的重要作用，更

加注重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但也有

相当一部分企业存在资源要素缺乏、专利产

业化能力较弱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

企业的持续创新和发展壮大。

近年来，国家知识产权局会同多部门制定

出台一系列政策措施，推动专利技术向中小企

业转移转化。单在专利转化方面，2023年就通

过专利开放许可试点达成许可1.7万项。

2023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专利

转化运用专项行动方案（2023—2025年）》，将

“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列为重点

任务，对促进中小企业的专利转化运用提出

了明确要求。

为落实专项行动部署，本次出台的《方

案》以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为主线，

强化知识产权普惠服务，在此基础上筛选一

批高成长性的中小企业，建立专利产业化样

板企业培育库，按需匹配知识产权、产业、金

融等惠企政策，带动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产

业化水平整体提升。

具体说来，《方案》要求，通过融通创新链、

融入产业链、畅通资金链、筑强人才链、打通服

务链，加速知识、技术、资金、人才等要素向中小

企业集聚。值得注意的是，针对科技型创新型

中小企业资金需求压力大，市场化不确定性

强，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方案》提出强化知

识产权增信功能，畅通中小企业知识产权质押

等融资渠道，发挥政府引导基金的作用，有效

利用区域性股权市场等投融资平台，多种途径

解决中小企业专利产业化资金需求。

在普惠服务方面，《方案》面向广大科技

型创新型中小企业，围绕专利产业化，强化知

识产权公共服务普惠供给，不断提升服务的

均等化、可及性水平。这有助于让中小企业

有公开便捷的路径找到公共服务，有公平均

等的机会享受到公共服务的政策红利。

在做好普惠服务的基础上，《方案》重点

支持一批高成长性中小企业成长壮大，建立

专利产业化样板企业培育库，从产业领域、科

研实力、知识产权等维度设定 10个评价指标，

形成入库企业基本标准，力求遴选出专利产

业化基础好、前景好的中小企业，聚焦企业快

速发展过程中的突出问题，提供相应的支持

政策。通过重点培育，能够探索以专利产业

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的有效路径，为更多企

业提供可复制可借鉴的成功经验。

科技创新型中小企业有创新活力，经济

高质量发展才能有坚实的基础。《方案》以专

利产业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体现出促进中

小企业成长与存量专利盘活等重点任务相结

合、普惠服务与重点培育相结合、公共服务与

市场化服务相结合等特点。期待在政策支持

引导下，中小企业增强创新活力有更加充足

的底气和动力。

专利产业化助力中小企业加快成长
——《专利产业化促进中小企业成长计划实施方案》透视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蒋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

管总局获悉，市场监管总局联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通知》首次在国家层面明确预

制菜范围，即预制菜是以食用农产品等为原料，经工业化预

加工，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并对预制菜原

辅料、预加工工艺、贮运销售要求、食用方式等进行了界

定。同时，推广餐饮环节使用预制菜明示，保障消费者的知

情权和选择权。

《通知》明确，要推进预制菜标准体系建设。研究制定预

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覆盖生产加工、冷藏冷冻和冷链物流

等环节，明确规范预制菜食品安全要求。推动研制预制菜术

语、产品分类等质量标准。

要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督促企业严格落实主体责

任，建立健全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风险管控，严把原料质

量关，严格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市场监管部门严把预制菜

生产许可关，加大重点环节监督检查力度，开展预制菜监督抽

检和风险监测，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

《通知》同时强调，预制菜不得添加防腐剂。食品添加剂

“非必要不添加”“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能降低食品

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量”已经逐步成为行业共识。预制菜

通过冷冻、冷藏等贮存条件和杀菌后处理工艺，无使用防腐剂

技术必要性。

推进标准体系建设，强调不得添加防腐剂

多部门要求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本报北京3月21日电 （记者北梦原）国新办今天就近期

投资、财政、金融有关数据及政策情况举行发布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今年前 2 个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加快，财政收

入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货币信贷和融资保持合理增长，中国

经济实现平稳开局。

投资方面，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刘苏社介绍，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方面，充分发挥政府投资

的带动放大效应，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参与重大项目建设，着力

扩大有效益的投资。1 月~2 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4.2%，增速比去年全年加快 1.2 个百分点；扣除房地产开发投

资后的整体投资增长 8.9%，实现平稳开局。

财政方面，据财政部副部长廖岷介绍，今年以来，财政收

入延续恢复性增长态势，开局平稳。1月~2月，全国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 4.46 万亿元，同比下降 2.3%，按照可比口径实际增

长 2.5%左右。与此同时，财政支出靠前发力，进度加快。1月~2
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 6.7%，完成全年预算的

15.3%，支出进度为近 5年同期最快。

货币信贷和融资方面，据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宣昌能介

绍，今年以来，人民银行加大宏观政策调控力度，稳健的货币

政策灵活适度、精准有效，着力扩大内需、提振信心，为经济回

升向好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从总量来看，货币信贷和

融资保持合理增长、节奏平稳。截至 2月末，M2、社会融资规

模、人民币贷款分别保持 8.7%、9%、10.1%的较快增长。从结构

来看，科技金融、绿色金融、养老金融、普惠金融、数字金融等

“五篇大文章”支持力度加大。

投资增速加快，财政收入恢复性增长

我 国 经 济 实 现 平 稳 开 局

本报北京 3月 21日电 （记者杨召奎）自然资源部今天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 年，全国海洋生产总值 99097 亿元，

比上年增长 6%，增速比国内生产总值高 0.8 个百分点；占国

内生产总值比重 7.9%，比上年增加 0.1 个百分点。国家海洋

信息中心副主任崔晓健表示，三大需求拉动海洋经济量质

齐升。

一是海洋旅游消费市场明显回暖，带动沿海地区住宿、餐

饮、交通等服务性消费快速恢复。

二是海洋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良好。在港口建设方面，

2023 年 1 月~11 月，沿海港口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835 亿元，同

比增长 16.8%，增速较上年同期加快 10.5个百分点，港口绿色

化和智能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跨海高铁、海底隧道建设持续

推进，总投资额 530 亿元的跨海福厦高铁、225 亿元的大连湾

海底隧道和延伸线工程竣工投用，一批重大海洋工程项目建

设进入新阶段。

三是海洋对外贸易量稳质升。2023 年，我国海洋船舶工

业的海船完工量、新接海船订单量、手持海船订单量三大指标

全球领先，船舶出口到 191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金额同比增长

35.4%，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规模大幅增长，汽车运输船

新接订单量占到全球总量的 82.7%。2023 年，我国沿海港口

国际航线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超 4%，沿海港口完成外贸货

物吞吐量同比增长近 10%。

旅游消费、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贸易强劲增长

三大需求拉动海洋经济量质齐升

本报讯 自 2023 年以来，贵州贵安新区

投资促进局在党建引领下，全力打造“贵人服

务”品牌，以“品牌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为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为此，该局一是组建企业服务团队，让政

企关系更亲密。确定服务重点企业、活跃企

业责任单位，明确服务责任人，提供常态化联

络对接和服务。二是畅通诉求转办机制，问

题解决更高效。随时收集企业面临的困难和

问题，让问题转办及时、高效。三是打造“企

业之家”平台，服务能力更专业。通过事项清

单化、沟通制度化等，推进各项涉企服务落地

见效。 （唐静 龚丛林）

“品牌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3月 20日，喜茶联

合中国茶叶流通协会、飞猪旅行等共同推出

了“喝第一口春茶”最美春茶园、喜悦茶生活

征集活动。这一活动将征集网友分享家乡或

身边的茶园茶山美景等内容，并向用户提供

春日茶园的免费旅游名额，让更多人看到并

亲身感受中国茶与茶文化的魅力。

据悉，喜茶推出此次活动旨在以自身的

品牌影响力，推动新茶饮进入大众的日常生

活之中，助力中国茶和茶文化年轻化。

喜茶携手多方推广茶文化

3月 21日，驶往塞尔维亚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
陆港驶出。

当日，满载11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欧班列从石
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往塞尔维亚共和国首都贝尔格莱
德。这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的首列直通塞尔维亚中
欧班列。据介绍，本趟班列装载有汽车配件、机械设备
等京津冀地区货物。 新华社发（张晓峰 摄）

石家庄国际陆港开行首列直通塞尔维亚中欧班列

3月 14日，在位于四川成都的中国核动
力研究设计院内，中核集团“玲龙一号”总设
计师宋丹戎（右一）与团队成员在“玲龙一号”
试验台架上沟通方案。

目前正在海南昌江核电站建设中的“玲
龙一号”是全球首个陆上商用模块化小堆，是
中核集团继“华龙一号”后我国核电自主创新
的又一重大成果。十余载的刻苦攻关，中国

核动力研究设计院的科研人员瞄准世界能源
科技前沿，完全自主设计研发“玲龙一号”，它
以小巧、灵活、安全、靠近用户等优势，被称为
核能领域的“移动充电宝”。

据了解，“玲龙一号”有望 2025年底投入
商业运行，年发电量可达 10亿千瓦时，满足
52.6万户家庭生活所需。

新华社记者 刘坤 摄

核能领域“移动
充 电 宝 ”上 新

本报讯 （记者叶小钟 赵思远 通讯员付

鹏飞）日前，梅州苏区融入粤港澳大湾区的重

要基础设施梅龙高铁正式进入全线铺轨阶

段，计划今年 9月开通。

梅龙高铁是一条连接广东省梅州市和河

源市的高速铁路，由广东省出资，委托中国铁

路广州局集团有限公司代建，新建线路全长

93.986 公里，时速 350 公里，沿途经过梅州市

梅县区、兴宁市、五华县和河源市龙川县，终

至赣深高铁龙川西站，龙川地区同步建设与

赣深高铁上下行联络线。

梅龙高铁全线开始铺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