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博山区八陡镇东顶村八陡老街人头攒动的热闹场景。

哪吒墙绘的爆火带动了周村区沈家村农副产品的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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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旅

淄博“奔村游”的破局与新生

乡村“出圈”

“一锅一墙”成新名片

山村一锅菜，全网闻香来。

周末的清晨， 淄川区太河镇东东

峪村小广场上， 一口口铸铁大锅内白

色蒸气升腾而起， 白菜豆腐在浓汤中

翻滚作响。 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朱全祥手持长柄铁勺的剪影， 成为了

东东峪村最具质感的乡村旅游名片。

“去年

3

月

31

日，我们第一次支

起炉灶做大锅菜，当天发出了‘东东峪

村请大家免费吃大锅菜’ 的第一条视

频，收获了

50

多万播放量，东东峪村

开始被人们熟知起来。 ” 朱全祥介绍

说，“从去年启动到现在

300

多天的时

间， 可以说是建村

600

多年来最热闹

的一段时间。 一碗免费大锅菜，让我们

这 个 小 山 村 收 获 了 全 网

6000

多 万

流量。 ”

大锅菜的爆火， 不仅让朱全祥成

了十里八乡的“网红书记”，也让东东

峪村成为了“奔村游”的典型。 尽管该

村地处峨庄古村落森林公园核心区，

距城区有

40

余公里路程，但凭借一锅

热气腾腾的大锅菜， 去年村里吸引了

30

多万人来此观光， 带动农副产品等

销售额近

300

万元， 使得村里年人均

增收

1000

元。

一面“哪吒墙”，带火一个村。

在距离东东峪村

80

多公里外的

周村区城北路街道沈家村， 一幅

8

米

宽、

10

米高的哪吒墙绘，成为今年春节

后的网红打卡地。 砖墙上，哪吒踏浪前

行的身影， 让这个默默无闻的小村庄

迎来单日最高

3

万人次的客流量，成

为名副其实的“网红村”。

2

月

27

日

9

时许， 通往墙绘的村

道两旁已经摆满了售卖周村烧饼 、米

糕等多种本地特色小吃和手工艺品的

摊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络绎不绝，

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 记录下这充

满活力的乡村新景象。

“我和老伴是专程赶来打卡的，现

场看到这面墙觉得很震撼。 我们住得

离这里不远， 但还是最近通过‘哪吒

墙’才知道这个村的。 ”来自邹平市的

吕先生说。

沈家村哪吒墙绘爆火后， 登上多

个社交平台热榜并持续占据淄博本地

榜单首位， 在吸引众多网民眼球的同

时也为商户带来了经济收益。“生意好

的时候，一天能卖一千多块钱，比之前

强多了！ ”经营糕点的摊主马师傅说。

东东峪村和沈家村的“出圈 ”效

应，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在淄博广大

乡村激起层层涟漪。 在博山区八陡镇

东顶村，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陈

勇带头打造了富有特色的八陡老街，

在街上煮起了免费的博山烩菜； 在沂

源县大张庄镇大马峪村，“烟火沂源

?

等你回家” 特别策划活动更是将传统

非遗、乡土民俗、免费大锅菜等融合推

出， 打造出一场充满乡愁与温情的文

化盛宴……在淄博， 越来越多的村庄

开始突破原有的思维藩篱， 立足本地

实际，积极探索“奔村游”新路径。

直播赋能

乡村带头人化身“网红推荐官”

“奔村游”并非新鲜事物，创新的

宣传模式才是当下“出圈”的核心。

早在去年

9

月份， 淄博市政府在

《关于促进文旅深度融合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方案（

2024

—

2026

年）》中就提及，要创新旅游宣传推介，

集成利用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平台 ，全

方位、多渠道开展城市整体营销推广。

相关数据显示， 淄博东东峪村的

相关话题在某短视频平台上的播放量

已超过

1400

万， 而热度持续攀升背

后，是东东峪村

30

多人组成的新媒体

传播矩阵的有力支撑。“请不起网红，

我们自己当网红！ ” 拍摄短视频的同

时， 朱全祥开始摸索出镜直播推介村

子的新路子。 目前，朱全祥个人账号粉

丝量近

5

万，截至

2

月

26

日，共进行

了

149

场直播， 其成功化身为东东峪

村的“网上文旅推荐官”。 在自己带头

做视频的同时， 朱全祥也鼓励村里人

用短视频宣传东东峪村， 目前村民单

条视频播放量最高的已达到了

80

多

万次。

无独有偶， 位于博山区八陡镇的

东顶村， 也借助短视频实现了乡村知

名度的迅速提升。

“去年

11

月

27

日，我们拍了

4

条

短视频， 简单介绍了东顶村及八陡老

街的一些情况，短短几天的时间，播放

量就过了百万。 ”陈勇以“淄博博山东

顶村支书老陈”为名的短视频账号，一

个多月全网增粉

3.6

万，累计播放量超

过

1000

万。“这大大激发了我继续做

短视频的热情和信心！ ”

在博山八陡老街，种类繁多、琳琅

满目的商品吸引着游客的目光。“去年

12

月

21

日，八陡老街游客量达到

1

万

人。 我们的一条招商视频至少引进了

120

家商户入驻，现在共引进

164

家，

这还不包括镇上其他村合作社的商

户。 ”陈勇说，目前，博山八陡老街形成

了集餐饮和传统工艺、 农副产品等销

售于一体的多业态发展共富体， 真正

实现了“一条老街看八陡”的文化聚落

场景。

数据印证着新媒介传播渠道的巨

大影响力，也昭示着未来的无限可能，

淄博各个村落都在乡村旅游的选题上进行

着大胆尝试和有效探索。

流量变“留量”

乡土淄博场景焕新

“奔村游”蓬勃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应

清醒意识到，乡村文旅发展不能仅靠“一时

爆火”，更要想方设法让流量转化为“留量”，

让红火更可持续。

当前，“奔村游”同质化现象比较突出，

有的创意花样不多，没有叫座的“招牌菜”；

有的没有充分挖掘文化资源，导致“奔村游”

产品缺乏深度和乡村韵味； 有的商业化

严重……诸如此类问题，正成为制约乡村文

旅长远发展的瓶颈。

从场面热闹的大锅菜到争相打卡的哪

吒墙绘， 怎样将流量转化为乡村振兴的能

量，也是沈家村、东东峪村以及淄博其他乡

村如今正在努力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沈家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沈中秋

说：“接下来，我们将在村里打造更多主题的

墙绘，让场景更丰富，让游客有更多游玩观

赏的地方。 同时还将增加村里的特色农副产

品、工艺品，引进周村烧饼等，利用墙绘引发

的流量带动村民增收致富。 ”

相比于沈家村，东东峪村在带动产业共

兴上已经走出了富有成效的一步。 随着游客

的涌入，东东峪村越来越热闹，村里的超市

由

1

家增加到了

3

家。 农家乐、沿街摊多了

起来，村里民宿的生意也更红火了……

“过去的一年，我们间接带动村民农副

产品等销售额近

300

万元，同时，带动了整

个太河镇餐饮、住宿等的消费增长，真正实

现了乡村旅游的拉动效应。 ”在朱全祥的带

领鼓励下，很多年轻人甚至放弃了城里的打

工机会选择回村就业，推动了农民由农业生

产者转向现代文旅服务从业者。

全国的统计数据显示，以人次论，乡村

旅游已占据国内旅游市场的半壁江山。 而

且，依然处于上升期。 好山好水好风光的广

大乡村蕴含着无限生机 ， 广阔天地大有

可为。

今年淄博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

扩大文旅产品供给， 实施文旅重点项目

50

个以上，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游、休闲游等业

态，抓好古村落、传统民居保护利用，推动非

物质文化遗产进景区，打造多元化、创意化

旅游场景。

2

月

25

日，淄博市商务局等

20

部门联

合印发了《关于提振消费的实施方案》。其中

提到， 要新启动建设省级乡村振兴片区

4

个，开展农村直播电商公益培训，孵化一批

村支书直播间，推动企业、产品入驻齐鲁农

超平台，力争保持农产品网零额持续增长。

天地广阔，政策给力，乡村带头人的关键作

用也不容小觑。 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市委党

员教育中心主任王志臣表示：“下一步，我们

将继续积极引导农村党员干部主动适应新

媒体，在网络空间传递好声音、弘扬正能量，

让正能量和大流量助力乡村善治、推动乡村

振兴。 ”

随着气温回升， 春游市场已蓄势待发、

悄然启动。立足本地特色，抢抓政策机遇，聚

焦游客需求，打造核心卖点，提升管理服务

水平，积极构建多元融合的产业生态和消费

业态，切实将城市的消费力转化为乡村经济

的发展力，淄博乡村大地上活力迸发、一派

火热场景。

把流量变“留量”，让爆红变“长红”，

“奔村游”热度持续的核心密码愈发清晰。努

力让城市消费力与乡村资源禀赋形成有效

对流，乡土淄博正在被带入一个生机盎然的

崭新场景。

（徐晓阳 常旭 徐勐 文 / 图）

乡村旅游，被称为乡土中国的诗意突围。 在淄博的群山褶皱间，一股乡村旅游的热潮———“奔村

游”正悄然兴起，不仅重塑着城乡关系，更在乡村振兴的大潮中绘就了一幅幅致富新图景。

从淄川区太河镇东东峪村热火朝天的大锅菜，到周村区城北路街道沈家村爆火的哪吒壁画，再到

博山区八陡镇东顶村人流如织的八陡老街……通过社交媒体、短视频平台等渠道，村庄“带头人”化身

直播间“文旅推荐官”，把美食、美景和地域文化推向网络，借此建立起多业态发展的“共富体”，让乡

村面貌焕然一新。

这波新的“奔村游”不仅推动生态价值“变现”，更成为乡村掌握发展主动权的新路径。 淄博正以

此破题，推动农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助力乡村振兴步伐走得更加坚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