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红“打卡”地如何站稳“C位”
——跟踪调查报告本报记者实地再探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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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人心中，有一种烟火气，叫西北角。它承载了儿时的回忆、挑动着食客的味蕾、镌刻了天津的

历史。今年以来，西北角因早点而频繁出现在各大社交平台上，吸引了众多明星、网红前去“打卡”，甚至
有外地游客为了一“品”为快凌晨就去排队。西北角三个字，一度成了网络上的“流量密码”。“火”出圈的
西北角被推到“聚光灯”下，接受着一拨拨游客的审视。这是一场考验，也是一个契机。
不久前，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在西北角对游客开展问卷调查。为了进一步了解西北角的现状、

聆听游客的声音、探寻当地的发展路径，记者近日再次实地探访西北角。
有别于一般的美食街，西北角因周边居民区而生。无论单店还是整个街区，物理空间均存在固有限

制。在这里，不断上升的客流量也带来了“幸福的烦恼”。怎样从单点突破到融合发展、从内部优化到内
外联动，成为西北角未来实现“长红”的关键所在。

超八成都是外地客 看重产品服务

短视频引流最多 中青年是消费主力

问卷调查

为深入了解天津旅游出行现状，把握居民消费
需求，更好地实现扩内需、促消费的政策目标，日
前，国家统计局天津调查总队在西北角早点网红
“打卡”地随机抽选了102名游客开展问卷调查。

调查显示，针对“吸引您来到天津旅游出行的
原因”一项，57.3%的游客表示天津宣传的各种特色
餐饮非常有吸引力。其中，在网络上成功“出圈”的
西北角津味美食吸引了众多外地游客前来“打卡”
消费。在本次调查的被访者中，超八成来自外地。
其中，京、冀游客占37.3%，其他省市区游客（不含
京、冀）占43.1%，两者合计占比达80.4%。

是什么渠道让外地游客关注到西北角？超半
数被访者的答案是：短视频平台。眼下，短视频平
台成为人们制定出游计划的重要信息渠道。调查
显示，64.6%的游客通过抖音等短视频平台了解到
西北角早点，25.6%的游客则是通过朋友推荐。

在这些游客中，中青年为消费主力。被访者
中，18岁至45岁年龄段的占比近八成，其中18岁至
25岁的占36.3%，26岁至35岁的占16.7%，36岁至45
岁的占26.5%。

调查显示，西北角津味早点和小吃不仅客流火
爆，而且认可度高。97.6%的游客认为天津美食很
有特色，其中73.2%的游客表示天津美食不仅有特
色而且非常美味。不过，约有两成外地游客表示津
味小吃虽很有特色，但不太爱吃。这表明，随着天
津旅游吸引力增强，消费者的地域分布越来越广
泛，其口味需求也愈发多样。

一般来说，来西北角“打卡”网红早点的游客大
多会在天津玩几天。82.9%的游客表示会选择在天
津待上一日至三日，其中一日游的占18.3%，一日至
二日游的占20.7%，二日至三日游的占43.9%。

预算方面，47.6%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000元以
下，48.8%的游客预计花费在2000元至5000元。

在“消费中最看重哪些因素（限选3项）”一项中，
73.5%的游客选择了产品、服务质量，53.9%的游客选择
了价格优惠，47.1%的游客选择了商家信誉和口碑。

良好的服务态度、天津人的热情和成熟的旅游
路线让越来越多的外地游客奔赴天津。调查显示，
有58%的游客认为天津的服务态度好，58%的游客
认为天津人热情、不排外，53%的游客觉得出行方
便，25%的游客认为天津好吃、好玩的地方多，18%的
游客认为花费合理、预算低，14%的游客认为没有宰
客、欺客的现象，旅游市场环境比较好。

总体来看，95.1%的游客对天津旅游表示满意，
其中六成表示非常满意；97.6%的游客表示会再来
天津；96.3%的游客会推荐亲朋好友来津旅游。

本报记者 宁广靖 张璐

早点在天津是极为隆重的一餐，讲究“吃个锅气”，大饼得是现烙
的、馃子得是现炸的、锅巴菜的卤子得是现熬的……每天早晨天还没
亮透，西北角就热气升腾。

从清真南大寺的牌楼下进去，煎饼馃子、锅巴菜、卷圈、酱牛肉、茶
汤……6：00刚过，早点铺和小吃店就迎来五湖四海的食客。在市井
小街中，人们和着津味早点的热气和“主食卷主食”的调侃，道出了最
真切的消费体验。

老主顾就好这个味儿

有的外地客“吃不惯”

小军来自山东临沂，这是他第一次来天津。他看网上说，西北角
是美食博主的“探店神地”，是外地食客开车几小时也要光顾的“碳水
商圈”，这里的小吃卧虎藏龙、卖家都身怀绝技，连简易的餐车都人气
爆棚……站在这个美食聚集地，他感叹这些评价没有丝毫夸张。“几乎
每家店铺都排队，光直播的就看见好几个。”说着，他给记者展示了手
机照片里存下的“西北角美食地图”，上面做了不少标记，“我得一一
‘打卡’，第一站，就煎饼馃子吧。”

“这个叫果篦儿，不叫油饼。”小军站在一家煎饼馃子摊位前，对着
手机里正在视频通话的室友一边纠正这个颇具地方特色的专有名词
读音，一边将镜头对准被炉火烧得滚烫的圆形铁铛。“尝尝和我们那的
煎饼有什么不同。”他接过热气腾腾的煎饼馃子，一口咬下去说，“味道
不错，但有点吃不惯，加点生菜可能更好吃。”

采访中，一些外地游客表示对部分小吃“吃不惯”，琪琪就是其中
之一。23岁的琪琪来自北京，她很喜欢天津，因为这里的小吃多、街
景特出片，而且“一脚油门就到了”。她记不清来过天津多少次了，但
西北角，她是第一次来，此前也从没吃过锅巴菜。

琪琪在正味斋锅巴菜点了一碗锅巴菜和一个烧饼，学着邻桌阿姨
的样子将锅巴菜搅拌起来，尝了一口，抬头问记者：“这是汤、是主食、
还是菜？味道很好，但跟我想得不太一样。”正味斋锅巴菜是家经营了
30多年的老店，常年排长队。店长穆怀明告诉记者：“我这锅巴菜跟
别家不一样，不用酱豆腐调味，用葱油。店里有很多老主顾，味道变了
一点儿，他们立马给你提出来。”

采访中，不少商家表示，煎饼馃子、锅巴菜这些特色小吃，有自己
的做法和讲究，几十年传承下来的制作手法，店里的老主顾们吃惯了
这个味儿。

堂食座位有限“坐不下”

店铺大多20平方米左右

来自南京的娇娇在西北角走了一圈后感叹道：“这里经营了几十
年的老店可不少，从这些经过岁月沉淀的牌匾就能看出来它们都是有
故事的。”
“这馃子刚炸出来，可香了。”娇娇手里提着刚炸出来的糖馃子告

诉记者，“就着这馃子，再买碗锅巴菜。”说话间，娇娇走到了恩庆成李
记锅巴菜早点铺的门口。

在西北角核心区，仅锅巴菜就有6家，这个天津特有的早点深受
外地游客喜爱。附近居民告诉记者，恩庆成李记锅巴菜在此已经营
20多年，从5：30至10：30营业，老板是第四代“接班人”。
“店里坐不下，我带走吃，如果能堂食就更好了。”一位排队的顾客

说。恩庆成李记锅巴菜店长李霞表示，店里每天要打7锅卤子，销售
近50公斤锅巴。不过，由于店面只有20多平方米，堂食只能坐30多
人，店铺外常年排队，买完带走吃的食客占80%以上。

记者注意到，很多西北角早点铺面积都不大，大多20平方米左
右。由于堂食座位有限，一些食客买好早点后带走或端着吃。不少店
家表示，店里地方有限，没办法加座，而且现在天气越来越冷，店里来
的不少是住在附近的老街坊，他们一般都买走带回家吃。

排长队 无奈的“仪式感”

手机下单“跑腿”来送货

排队似乎成了在西北角吃早点的“仪式感”。岳茹是山西人，在天
津读大学。来津2年间，她去西北角“打卡”很多次。她喜欢天津“碳
水爆炸”的早点，因为那种实实在在的饱腹感能带给她一天的能量。
“我每次来都要喝碗茶汤。这家店7：00开门，常常排队。”她介绍道，
与别家的茶汤不同，这里只有秫米面，虽然品种少，但味道却很经
典。据该茶汤店店长回金锁介绍，这家茶汤传到他这已经是第四代
了。周末和节假日，日销售量超200碗，顾客以北京、河北和辽宁的
居多。

8：00刚过，穆记糕点的售卖窗口也集聚了大批食客。这家店有
近百个品种，营业时间从8：00至13：00。“我住在附近，来给老人买点
槽子糕，给孩子们买些江米条，顶门儿来的，要不得排早了。”一位顾客
说，他家的糕点是老味道，家里人都爱吃，但排队时间长，如果能全天
营业就更好了。

穆记糕点店长张素娟告诉记者，为保证口感，店里的很多糕点都
是前一天做转天卖，下午要准备和生产转天售卖的产品。“我们在离这
不远处有一个150多平方米的生产车间，这边（售卖窗口）哪种糕点快
断货了，车间就加紧安排生产。”说着，几名工作人员将一箱箱刚出锅
的糕点从运送来的三轮车上搬到门店里。张素娟表示，店里有不少老
主顾会通过微信下单，她安排“跑腿”把货送过去，“这样，咱市里的顾
客就不用过来排队了。”

为减少顾客排队时长，沽上德盛中式糕点店将闭店时间设置为
18：30。该店有20多个品种，糕干、绿豆糕为主打产品。店长石倩表
示，他们4：00上班制作驴打滚、凉果等产品，赶上节假日，店里一天的
用面量达数百公斤，“一般到了闭店时间，店里好多产品卖得也就不剩
什么了。”

今年以来，西北角因美食而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

人关注，这其中就包括艾媒咨询首席分析师张毅。

在他看来，西北角走红的原因，一方面得益于百姓

生活水平提高后，对于娱乐、饮食等各方面都有了更高

的要求；另一方面，过去近20年间，消费者将线上购物

作为一种时尚，而西北角的走红则是消费者的购物偏好

重新回归实体的体现，尤其“90后”“00后”对这种沉浸

式的场景消费有强烈的需求。“西北角的布局和经营把

历史文化和美食消费融合在一起，颇具地方特色和文化

特色，同时，借助社交媒体进行综合传播，这些也都是西

北角走红的原因。”张毅说。

随着西北角在社交媒体上走红，网络上也出现了各

种各样的“声音”：“排队时间太长”“店里座太少”“冬天

户外用餐太冷”“吃不惯”……如何吸纳游客的反馈意见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张毅向记者举例称：“比如在提

升产品品质时，可以让外观和口感结合得更好；在门店

优化时，可以考虑一些南方游客的需求，提供相关的保

障措施。此外，对于就餐环境、排队时间等具体问题，可

以由商户和管理者根据自身情况协商调整。”他表示，任

何有影响力的地方都会收到消费者的意见和建议，这是

正常的，关键是要对各类评价进行理性判断、分析。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升消费体验、宣传街区文化时，

除了吸纳食客意见之外，还可以参考其他国内知名商业

街区的经营策略，比如上海的城隍庙美食街、成都的宽

窄巷子、南京的夫子庙美食街等。

“这些商业街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包括突出当地

的文化氛围和历史背景，让游客感受不一样的地域文

化；这些街区在地方特色美食的品质和品牌效应等方面

做到了当地较高水平；运营者在营销策略和文化传承等

方面也下足了功夫。”张毅表示，结合西北角的特点来

看，可以进一步加强其传统文化与特色美食的融合，通

过社交媒体等传播渠道，宣传其历史故事、人文情怀；此

外，还可以组织一些与文化特色相结合的节庆活动吸引

更多游客关注。

张毅认为，西北角成为网红“打卡”地，将对天津提

升城市形象、促进文旅消费、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等

产生积极作用。“西北角的走红，有助于提升城市的知名

度、美誉度以及影响力，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抓手。未来，

西北角可以和其他景点、文化场所加强合作，携手打造

文旅网红线路，提升游客的获得感；同时，加强传统美食

与文化传承之间的融合，向游客传递出它的历史底蕴。”

他说。

据红桥区铃铛阁社区副书记任翠蓉介绍，目
前西北角特色街区汇集了100多家商户，超过九
成经营吃食，涵盖了锅巴菜、老豆腐、面茶、卷圈、
煎饼馃子等20余种津味早点，以及糕干、牛肉饼
等30余种小吃。每逢节假日，这里的日客流量超
7万人次，其中，约90%是外地游客；而平日里，外
地游客大概占一半。
“吃”已经成了西北角的“金字招牌”。西北

角的小吃以传统的技艺、独特的风味吸引了众多
食客慕名而来，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如排队
时间过长、扫保能力不足等。为此，今年9月，铃
铛阁街道依托天津市慈善协会成立了全市首个
街道公益慈善基金——西北角红石榴公益慈善
基金，在确保款项公开公正透明的前提下，探索
发展新路径，引导街区商户参与慈善活动反哺社
会。目前，该基金会已完成基金一期定向募集，
65家商户共募集76万余元。

谈及这笔资金的使用情况，任翠蓉对记者表
示：“今年‘十一’假期前，我们与天津美院公益团
队合作，在西北角片区设计、粉刷了24面主题墙，
包括天津风土人情展示等内容。同时，我们还为
核心区域的居民发放了1000份‘公益暖心包’，有
一些生活用品和调料，主要是为了感谢居民的理
解与支持。此外，关于扫保问题，由于现有人力
有限，我们已利用基金聘用第三方公司来加强扫
保力量。”

除了定向募集之外，文创市集售卖的文创产
品收入也会按一定比例注入基金。

文创市集位于西北角核心区域的红石榴广
场上。负责人刘璘告诉记者，天暖和的时候，文
创市集每天营业，天冷之后只在周末营业，营业
时间一般在7:00至15：00。

采访正值周六，市集上的几辆花车前人流如
织。一位来自山东的游客在售卖文创产品的花
车前挑选了4个锅巴菜、老豆腐造型的冰箱贴、4
个印有西北角字样的帆布袋和8个套色印章。她
说：“这个套色印章我之前在网上看到过，一直想
买一套。这上面有摩天轮、天塔、世纪钟、龙嘴大
铜壶等天津元素，很有纪念意义，我买些回去送
给亲友。”

刘璘告诉记者，文创产品花车上售卖印有天

津元素的帆布袋、印章、冰箱贴等特色产品，单价
在10元至25元。周末，购买文创产品的外地消
费者占比超95%，日销售额达2000多元。

在距离文创市集不远处的红石榴展馆内，讲
解员正在为几位来此参观的外地游客讲解铃铛
阁的历史。任翠蓉告诉记者，展馆共有7名专职
讲解员，接待外地游客居多。铃铛阁街域内有4
个市级非遗项目、8个区级非遗项目，为此他们在
红石榴展馆里设立了非遗工作室，方便游客参观
体验，其中，就包括了“汇蚨源吉祥手工布艺技
艺”的工作室。
“该非遗项目和西北角很有渊源，其第三代、

第四代、第五代传人都是这里的居民。我们希望
能借此机会用足用好非遗特色资源。”展望西北
角未来的发展方向，任翠蓉表示，“我们将协助商
户申报津门老字号，同时对非遗进行展示推广，
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与发展的关系，努力营
造城市烟火气，让历史文化和现代生活融为一
体，持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推动老旧城区
焕发新活力。”

西北角
XIBEIJIAO

网红美食“讲述”天津故事

尊重游客建议 提升消费体验

专家观点

“吃”已是“金字招牌”

文创产品非遗项目添特色

街区聚焦

食客街访

穆记糕点。 郝一萍 摄

店主正在炸馃子。 宁广靖 摄

每逢节假日，西北角的日客流量超7万人次。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

本报记者 胡凌云 通讯员 王英浩 摄

西北角特色街区。 韩启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