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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迹更广，发现更多美食目的地

广东清远，距离市中心50多公里处，有一家“翔仔
农家菜·新鲜无花果浸鸡”店，是典型的农家菜餐厅，每
天都有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餐厅凌老板介绍，自家走
地鸡用的是清远鸡 1号苗，养在 5公里外的村子里，由
73岁的老父亲照料。餐厅一直坚持“鸡要现抓鱼要现捞”
的地道吃法，为全国食客还原老广味道。

江苏盐城，一家 20 年的老店米肠汤饭，用一碗每
日现熬 12 小时的猪骨浓汤，勾住了食客的味蕾。“2004
年，盐城陆续有韩企入驻，我们带着朝鲜族传统手艺过
来创业。”餐厅张老板介绍，如今，盐城发展迅速，还成了

“味蕾游”宝藏目的地，“很多游客就是奔着盐城正宗韩
式料理来的”。

美食，不仅是果腹的菜肴，也是彰显各地风物特
色、人文底蕴的城市名片。上述两家餐厅今年登上了

“必吃榜”，这也是广东清远、江苏盐城两座城市第一次
亮相该榜单。走过8个年头，2024年“必吃榜”发榜城市
数量首次破百，达到 119 座，上海、北京、成都、重庆、
广州成为上榜餐厅数位居前五的城市。

跟随大众探寻美食的脚步，今年榜单“发现感”较
往年显著提升——新增 58 座城市，其中近半数为“味蕾
游”热门城市，覆盖更多周边区县地区。一批既坚守餐
饮初心、极具本地特色，又能彰显城市文化的美食商
户上榜。

他们当中，有开在成都青城山风景区的农家土菜
馆，一道“土砂锅腊排”将当地风味展现无遗；也有“坐拥

‘八国厨师’，涵盖近 20 国口味”的义乌餐厅，与当地“世
界超市”的特点相呼应。

“城市登上‘必吃榜’的标准没有变化，但过去这一
年，更多人出行，更多用户愿意留下点评，这让更多城市
进入‘必吃榜’的视野。”美团高级副总裁张川说。

据介绍，2023 年大众点评用户评价规模增长超
200%，也让榜单走到了更多美食目的地，此外，“必吃
榜”异地用户占比达到 42%。景德镇的瓷泥煨鸡、延边
的参鸡汤、襄阳的黄酒配牛肉面……随着异地游、周
边游等各式旅游热度攀升，加上消费者在观光之外更
加注重美食与体验，一张更为丰富多彩的美食榜单正
在生成。

触角更深，“宝藏小店”获好评

粽子热气腾腾地出锅，门外挤满了排队的本地市
民、外地游客……位于深圳蛇口市场门口的嘉华小吃
店，店面不大，但人气很旺。“所有粽子店内现包，高峰
期 4 个‘粽子工’从早到晚忙不停，一天卖出好几千个。”
店主叶向家说。凭借父辈传授的裹粽手艺，叶老板从推
车摆摊开始，将嘉华小吃店做成一家 20 年老店，如今又
登上了“必吃榜”。

城市另一头，位于深圳龙华区的昌记隆江猪脚饭店
内，黄老板正忙着为客人切制烧腊和猪脚。一家三四十
平方米的街边小店，日日用分量十足的地道潮汕猪脚饭
抚慰城市打拼者的心。“一份 20 元，从未涨过价。生意也
没想过要做大，就想认真把这家店做好，照顾好每位食
客。”黄老板说。

今年，更多街头巷尾烟火气十足的“宝藏小店”出现
在“必吃榜”上。2797 家上榜商户中，近半数为城市特色
商户，约 1300 家地道小馆成为本地人推荐、外地人“种
草”的美食之选；小吃商户超过 500 家，体现着城市餐
饮消费的多元与包容。

“过去一年，用户更多用‘地道风味’‘锅气十足’称
赞餐厅口味，也会用‘价格不过百’‘食材新鲜’来评价就
餐体验。”大众点评必吃榜负责人张雪娇说。

不过，在以前，一些小店因为经营面积小，即使饭
菜好吃，也可能受服务或环境的影响而难以脱颖而出。
但随着用户更多光临这些小店，平台积累的评价数据随
之增长，越来越多烟火小店被“看见”。坚持每日现做豆
花的重庆龚大娃豆花面，上海“酒楼水平”的粤菜小档匠
心小厨，凌晨3点开始忙活的武汉老通城豆皮大王……
小店也有大舞台。

据介绍，今年“ 必 吃 榜 ”餐 厅 中 ，70% 的 商 户 人
均消费不超过百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3 年，

全国餐饮收入超 5.2 万亿元，同比上升 20.4%。“整个
餐 饮 大 盘 在 持 续 增 长 ，而 随 着 餐 饮 消 费 频 次 提 高 ，
部 分 人 群 也 会 倾 向 于 选 择 性 价 比 更 高 的 餐 厅 。”张
雪娇说。

尊重食客，商户与平台共同成长

对于许多餐饮商户来说，登上“必吃榜”是意外之喜。
“得知我们嘉华小吃蛇口店入围时非常惊讶，因为

店里从来不做线上团购。”叶向家说。“第一次上榜时，
奖牌寄来了才知道。这既是荣誉更是鞭策，要不断提升
才能不辜负消费者。”经营“重庆乐山鲜知味钵钵鸡”的曾
老板说。

“必吃榜”是如何诞生的？
据介绍，2024 年“必吃榜”基于大众点评的上亿条

用户评价数据，采用数据模型评选得出，不设专家评委，
也没有人为提名。“主打好吃、不贵、体验佳，‘必吃榜’走
过这 8 年，始终坚持做真正由 8 亿用户‘吃’出来的榜
单。”张川说。

上榜的餐厅尤其是小店，有哪些共同特征？
“商家介绍了关键的一条，就是尊重食客的反馈。”

张雪娇分享了上榜商户重庆龚大娃豆花面的故事，作为
新派小面，他们从重庆市场突围出来很不容易，“比如有

消费者评价豆花不新鲜、量少，他们就会不断调整、改
进经营内容。这样，一家小店得以随着平台、用户成长
起来，受到更多人欢迎。”

登上“必吃榜”，消费者的口味选择和偏好更加“显
而易见”，也能推促一批餐厅共同进步。“第一年上榜时，
鲜肉原材料供应链发展尚不成熟。”餐厅北平三兄弟涮
肉相关负责人说，上榜后，同赛道商户互相学习，以鲜
肉作为原材料的商家更多了，倒推鲜肉供应链不断发
展，消费者也能吃到更多新鲜美味。

数据显示，2023年“必吃榜”发布后，上榜商户线上
流量同比增幅近50%。不少商户反映，慕名而来的食客
和外地游客多了。

但对新上榜餐厅而言，“必吃榜”带来的流量，有时
也会产生新的“烦恼”。比如，门口从不排队变成要排两
三个小时；人太多，顾不过来，厨师和员工连轴转，服
务压力增大；还有的社区店出现拎着箱子来吃饭的外地
游客，但不是所有游客都习惯地方菜系，商家反而面临
众口难调的尴尬……

据了解，对上榜商户，“必吃榜”正通过线上流量扶
持、数字化经营指导等措施，助力商户与平台共同成长。
例如，可以为商家提供免费的排队机，另有数据工具帮
商家分析用户反馈，给出具体的服务提升建议等。“餐
厅运营是非常细致的，我们能做的就是陪伴商户经营
成长。”张雪娇说。

“味蕾游”走红，“烟火小店”受青睐——

你心中的好味道是啥样？
本报记者 李 婕

餐饮行业是市井烟火气最直观的载体。街
头巷尾，一批批“特色门面”“宝藏小店”被往来
食客发掘、光顾，那里暗藏着城市的美食密码；
大江南北，不少人为了一桌饭、一道菜奔赴一座
城，“味蕾游”火遍了中国。在数亿食客的心中，好

味道是什么样？
6月27日，大众点评2024年“必吃榜”在北

京发布，119座城市及地区的2797家餐厅上榜。
借由这份用户“吃”出来的餐厅榜单，我们不妨跟
随大众探寻美食的脚步，去看看“味蕾”之变。

近期，国际奢侈
品 牌 LV 与 中 国 艺 术
家孙一钿合作推出系
列新品，引发网络热
议；优衣库的“有爱”
T 恤系列推出 3 款 新
品 ，首 次 邀 请 中 国 艺
术 家 韩 美 林 加 入 创
作 ……从奢侈品牌到
服 装 品 牌 、 美 妆 大
牌，越来越多国际知
名品牌选择与中国设
计师合作推出联名款
产品。

今年初，服装品
牌 Zara 携手中式传统
瓷器品牌喜行乐推出
甲 辰 龙 年 联 名 系 列 ，
在产品设计中融入翔
龙、蟠桃等经典中国
元素，充分展示了东
方美学。记者从 Zara获
悉，过去3年，Zara品牌
3 次牵手中国设计师，
均获得了积极反响。与
喜 行 乐 的 联 名 系 列
中，被网友称为“小粉
龙”的摆件刚上架就被
一抢而空。

雅诗兰黛携手中
国著名时装设计师裘
淑婷，共同推出全新
限量彩妆系列，将中
国传统元素与当代潮
流时尚相结合，展现
设 计 师 标 志 性 的 风
格；新加坡快时尚品
牌 Charles&Keith 今 年
与 中 国 设 计 师 品 牌
Short Sentence 合 作 ，
推出两款包袋和一款
鞋履；“维多利亚的秘
密”去年正式发布首个
中国设计师品牌联名
系列……这一趋势透
露出中国消费者在国
际市场上的影响力不
断提升以及国际品牌
对中国市场的重视。

中国消费者是全
球消费市场的重要力
量，如今“Z 世代”日益
成为消费主力军，这
一群体对传统文化的
认同感越来越强，也
更偏好个性化的商品。
艾 媒 咨 询《中 国 品 牌
营销及消费者行为检测报告》显示，1990 年至 2007 年出
生的年轻群体中，有 63.3%的消费者愿意购买设计款、
IP 联名款。

在国内市场，“国潮”“国风”势头正猛。面对这一消费
趋势，国际品牌也开始在设计中融入中国元素，期望以中
国文化叙事作为沟通切口，获得消费者认同。Zara有关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选择与中国本土设计师合作，不仅是
因为中国设计的影响力与日俱增，也体现了 Zara对中国
市场的承诺。我们会继续与中国设计师推出联名系列、
中国新年系列等，也将在中国市场推出更多全球联名系
列、举办更多品牌活动，进一步贴近中国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比起与中国知名艺术家合作，越来
越多品牌愿意挖掘中国新锐设计师。例如，开云集团连
续3年开展“可持续创新先锋奖”的遴选，发掘本土化创意；
自2021年起，蔻驰与东华大学开展“China Cool”青年人才
培养项目，鼓励青年学子进一步探索时尚产业。

Zara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国际知名时尚品牌，Zara
非常愿意与中国青年人才合作。中国人才已经在全球时
尚舞台上崭露头角，他们出色的设计融合了本土传统手
工艺和时尚前卫的灵感。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合作，进一
步激发中国本土设计创造力与价值，共同发掘更多属于
中国的潮流风格。”

中国庞大的消费市场吸引着国际品牌牵手中国设计
师，用中国元素贴近本土消费者，进而更好开拓中国市
场。同时，这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和中国青年人才的
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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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Zara王府井大街店内选购服装。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本报重庆7月10日电（记者王欣悦）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与重庆市
商务委员会近日联合印发的《重庆美食

“渝味 360 碗”品牌培育工程三年行动
计 划（2024—2026 年）》（以 下 简 称《行
动计划》）显示，到 2026 年，重庆培育认
定的“渝味 360 碗”市外体验店将达到
123 家。

在文化提升方面，《行动计划》提出
将深入研究梳理“渝味 360 碗”的起源、

演变、发展等历史脉络，形成课题研究
成果；支持社会企业、学术机构和民间
研究者开展渝味美食文化的挖掘，培育

“美食+文化”发展新动能。实施重庆美食
数字档案工程，逐步建立“渝味 360碗”数
字影像库、文化基因库，构建包含食材配
比、制作工艺、文化故事等内容的大数
据服务系统。

在完善标准体系上，该《行动计划》
提出，将制定《“渝味360碗”菜品标准》并

发布《重庆美食“渝味 360 碗”体验店、示
范店、旗舰店、美食街区认定办法（试
行）》，引导培育一批“渝味360碗”示范消
费场所，分级、分类开展美食体验店、
示范店、旗舰店、街区的认定工作。

同时，重庆市还将推动将“渝味 360
碗”美食消费场所纳入旅游景区、城市商
业中心的迭代升级，打造一批美食消费
新空间；推动“渝味 360碗”与新业态融合
发展，发展美食+直播、美食+演艺等新

消费，发展美食+艺术馆、美食+博物馆
等特色主题餐饮；还将发布“渝味 360碗”
旅游美食地图，依托互联网平台，提升
美食实时导航服务能力，点燃“跟着美食
游重庆”的消费热潮。

本次出台的《行动计划》旨在传承弘
扬重庆美食文化，构建农文旅商产业融
合发展新格局，全面提升重庆美食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增强重庆美食产业的竞
争力，推动重庆美食产业高质量发展。
按照计划，到 2026 年，重庆将培育认定
市内“渝味 360 碗”美食体验店 360 家，示
范店 41 家、旗舰店 15 家，街区 10 个，市
外体验店 123 家，认定传统美食类非遗
传承人 50 名以上，开展宣传推广活动不
少于 300 场。

▲ 今 年 ， 更 多
“烟火小店”登上“必
吃榜”。位于深圳蛇
口市场门口的嘉华
小吃店吸引不少食
客光顾。

▶2024“必吃榜”
上榜餐厅深圳昌记隆
江猪脚饭店内，工
作人员正在备餐。

陈 宇摄

到 2026 年，市外体验店将达到 123 家——

重庆推进“渝味360碗”美食品牌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