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个具有辨识度的城市文化 IP，能传

递城市个性、发展特色，塑造区域影响力。

今年以来，随着首届“辣红安源”文旅

商贸消费节、“辣红安源 以辣会友”青年人

才联谊交流活动、安源区“5·19 中国旅游

日”系列活动等相继推出，在持续的流量带

动下，“辣红安源”逐渐成为萍乡市安源区

全新的城市文化 IP，并释放出带动文旅、商

贸、消费等多个领域共同发展的效应。

赓续血脉，守正创新

文化是城市赖以延续和发
展的根基

“‘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的打造，是基

于对安源这座城市饮食特色和文化基因的

挖掘，具有符号化、个性化特征。”安源区文

广旅局局长文恒丽表示。

安源属于亚热带季风性湿润气候区，

绵绵群山、云蒸雾绕的自然环境，让当地居

民偏好食用辛辣味道，以达到健脾消食、散

寒祛湿的作用，从而造就了当地悠久的食

辣传统。同时，安源的食辣传统，还与其深

远的矿业文化、工业文化紧密交织。过去，

煤矿开采设备落后，采煤全靠人力挖掘、运

输，因为矿道内昏暗、闷热、潮湿，挖矿工人

需要通过饮食刺激恢复体力与专注力，逐

渐养成了重辣、多盐的饮食习惯。“作为从

矿区繁荣兴起的城市，安源区将这一饮食

习惯保留，并在时代发展、风俗融合中加以

发扬，‘无辣不成菜’成为民间俗语广为流

传。”文恒丽说。

中国工人运动的摇篮、秋收起义的策

源地和主要爆发地、中国少年儿童运动的

发源地……安源区凭借得天独厚的红色资

源，造就了“红”的底色。文化是一座城市

赖以延续和发展的根基，如何为城市文化

确立一个清晰而独特的定位？安源区委书

记李水清坦言，以辣为表、以红为里，传承

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发挥“吃得辣、把

得蛮、打胜仗”的优良作风，这便是“辣红安

源”城市文化 IP 的灵魂和内涵，也是安源区

城市特质的精髓所在。

彰显特色，文旅繁荣

为游客搭建与城市文化共
情的桥梁

在天空里街区参加一次吃辣挑战赛；

投身一场以“辣”为主题的特色旅游活动；

进行辣椒福娃、辣椒插画等系列文创产品

的开发与创作……今年以来，安源区通过

线上推介和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文旅开

“花”，热气腾腾，助推“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出圈”。

安源区由区政府牵头，正如火如荼地

布局、落子：为游客制定一条集“辣红安源”

教育研学、亲子娱乐、特色餐饮、观光旅游

于一体的全域性专属路线，在制定全域旅

游手绘地图的基础上，绘制“辣红安源”旅

游打卡地图、“辣”美食地图，打造“辣”文化

展示馆和“辣”美食街，建设“辣”主题旅游

公 路 ，拉 动 吃 住 行 游 购 娱 等 相 关 要 素 消

费。根据活动主题和观众喜好，开发辣椒

酱、辣椒主题 T 恤等，提供个性化的辣椒形

状饰品定制服务，让辣椒文化成为游客来

安源旅游的独特记忆。安源区区长邱伟表

示，具有品牌效应的城市文化 IP 能成为现

象级网红，其密码就在于 IP 的独特性、娱乐

性和故事性，随着“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形象渐渐深入人心，也为来自四面八方的

人们搭建了一座与城市文化共情的桥梁。

“辣么有缘·交友打卡点”“辣么热烈·

狂欢音乐派对”“辣么伟大·红色文化”……

安源区推出的一系列活动，让来自福州的

李萌兴奋开心，“现在来萍乡，除了爬武功

山，还可以打卡安源区的网红点，沉浸式体

验‘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的独特魅力。”据

统计，由于“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的兴起，

今年 1 月至 5 月，安源区旅游综合收入达

65.5 亿元，同比增长 15.8%；游客达 720 万人

次，同比增长 21.5%。而将在 7 月联合周边

省份近 10 个城市举办的“中国吃辣看江西，

江西吃辣在萍乡”暨“辣红安源”主题联动

活 动 ，又 将 为 安 源 区 文 旅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活力。

“城市需要的绝不仅是短期爆红，更应

是以文化底蕴为基础、城市特质为底色的

‘长红’。”安源区文化馆馆长谭恒琦告诉记

者，通过拍摄文旅微电影或短视频，以“辣”

为桥梁，将辣文化与安源红色文化有机结

合，在讲述美食故事的同时，传播安源红色

文化，是下一步的努力方向。

引领消费，产业升级

为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注入
新动力

“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不仅塑造了安

源区新的城市形象，掀起了一股消费热，而

且推动了相关产业的升级和转型，为城市

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致力于加工制作辣味食品的江西花蝴

蝶食品有限公司，是安源区食品产业的先

行者。“去年，公司产值超过 2000 万元，其中

辣味食品产值占比超九成。今年 1 月至 5
月，随着‘辣红安源’城市文化 IP 的打响，公

司遍布全国的 89 家实体店凭借这一城市 IP
的影响力，营收额同比增长 20%。”该公司

总经理欧阳春风告诉记者，接下来将推进

辣味食品产业延链补链强链，在强化科技

研发、优化工艺流程、拓展销售渠道等方面

持续发力，助力安源区经济高质量发展。

坐落于康庄路的“不辣不欢”，是一家

颇具安源特色的餐饮店。“自从‘辣红安源’

城市文化 IP‘出圈’后，前来店里吃饭的客

人由原来八成来自本地，变为八成来自外

地，网络大咖或美食博主也经常自发前来，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了 25%以上。”老板曾维

乐呵呵地说。

据介绍，安源区正积极规划设计辣文

化食品产业园，推进“食品制造+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同时建设千亩辣椒采摘研学基

地 ，为 农 业 和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注 入 新 的 活

力。安源区农业农村局和工信局在支持花

蝴蝶、黄家将、明月湖等本土重点企业做大

做强的同时，积极引进一批代表性“辣”制

品 企 业 和 产 品 ，助 力 一 二 三 产 业 深 度 融

合。而萍乡市经济作物研究所正着力选育

一批适合食品加工的辣椒品种，为生产高

品质的辣产品提供农业“芯片”。

“城市文化 IP 的打造，最终目的是将其

转 化 为 生 产 力 ，为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注 入 活

力。”李水清表示，安源区将抢抓“互联网+”

发展机遇，带动文旅、商贸、消费、农业、数

字经济等发展，同时打造优质的营商环境，

吸引更多企业前来落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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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 学 科 技 日 新 月 异 ，创 造 了 无 数 奇

迹。然而，全世界目前都没有研制出一种

能完全代替人体血液功能的人造血液，供

给临床医疗、急救和战备使用。因此，血液

这种被人们称为生命之河的宝贵物质，还

只能从健康适龄的人群中获取。”在“6·14”

世界献血者日到来之际，6 月 13 日，省血液

中心主任范为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无 偿 献 血 是 一 项 利 国 利 民 的 公 益 事

业，是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一项重要内容，

事关人民群众幸福安康和经济社会发展大

局。近年来，我省无偿献血事业蓬勃发展，

采供血服务体系不断优化，无偿献血队伍

不断壮大。2023 年，全省有 46.88 万人次参

与无偿献血，献血总量达 79.59 万个单位，

无偿献血人次、献血总量均创历史新高，连

续 18 年 实 现 临 床 用 血 100%来 自 无 偿 献

血。2023 年全国血站满意度调查，我省献

血者满意度得分位居全国第一。

每袋血液都凝聚着大爱，每次撸袖都

是美丽风景。

6 月 13 日，记者在南昌采访了同时荣

获我省 2023 年度献血明星称号、2023 年度

志愿者服务之星称号的邱晴。今年 52 岁的

她，2019 年开始献血，获“全国无偿献血奉

献奖金奖”，至今已无偿献血 78 次（捐献全

血 4 次 1600 毫升、单采血小板 74 次 146 个

治疗量）。仅在 2023 年，邱晴就捐献单采血

小板 20 次 40 个治疗量。她说：“身体健康、

心情舒畅宜献血，我要献到 60岁。”2023年，

邱晴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时间达 1130 个小

时。她认为，志愿服务是奉献社会、服务他

人的一种方式，已成为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53岁的余绍坚是一名国企职工，2011年

开始在省血液中心献血，至今已无偿献血

141次（捐献全血 7次 2800毫升、单采血小板

134 次 264 个治疗量）。他于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均捐献单采血小板 20 次 40 个治

疗量，连续 3 年获得我省献血明星称号。他

说：“能够帮助他人，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许多医务工作者也纷纷加入无偿献血者

队伍。医务工作者黄杰、刘洪华分别献血 63

次、88 次，荣获“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金奖”

“全国无偿献血奉献奖终身荣誉奖”等。他们

深知无偿献血的重要性，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希望通过无偿献血让爱传递。”

在我省，无偿献血者来自社会各个阶

层，他们的感人故事还有很多……

为感谢无偿献血者作出的贡献，从 6 月

13 日起，省血液中心组织开展固定献血者

及志愿者免费健康体检活动。据统计，此

次符合免费体检条件的 1.4 万人，均可前往

省血液中心指定的体检中心免费体检。体

检项目包括血常规、尿常规、血糖、血脂两

项、肾功能、心电图、腹部彩超等。该活动

将持续至 9月 30日。

烧好热水，洗脸、擦身

子、换尿不湿、换护理垫……

这套繁琐的活，董小兰一天

至少要为刘惠英做两次，至

今坚持了 11年。

董小兰今年62岁，刘惠

英今年 99 岁。她们不是母

女，而是普通的邻居。邻里

都说：“多亏了小兰，要不然

这个孤寡婆子早走了。”

照顾瘫痪母子

相 识 相 知 41 年 ，刘 惠

英和董小兰早已“母女”情

深 。 董 小 兰 记 得 ，1984 年

搬到新余市渝水区城南街

道东风管理处居住时，邻居

刘惠英和丈夫带着瘫痪在

床的儿子章春根艰难度日。

刘惠英在家排行老七，

大家都叫她七婶。董小兰

经常陪七婶聊天，安慰夫妻

俩，还主动伸援手，需要帮

忙时随叫随到。

1996 年 ，刘 惠 英 的 丈

夫去世。董小兰深知一位

母亲的不易。从那时起，她

像亲人一样，关心着刘惠英

母子的生活。

董小兰经常帮章春根

翻身子、擦身体、倒大小便

等，烧了好菜总会给母子俩

送去。

2010 年 ，因 为 住 房 拆

迁，刘惠英母子住进玫瑰小

区安置房。董小兰不在身边，85岁的刘惠英照料儿子

特别吃力。

一天，刘惠英把几个亲戚和董小兰叫过来商量。

刘惠英吐露心声：“小兰，我 80 多岁了，总有动不了的

一天，我现在想呀，到那时我和春根该咋办。”

亲戚告诉董小兰，他们平时都在外地带孙辈，实

在没有条件照顾刘惠英母子俩。“小兰，我们实在没有

其他办法，母子俩今后生活就主要依靠你了，你搬过

来住吧……”

商量许久之后，看着母子俩期盼的眼神，董小兰

点了点头。她知道，有了对母子俩的承诺，就有了沉

甸甸的责任，只能全力而为。

于是，刘惠英母子俩与董小兰一家住在了一起。

董小兰的丈夫、儿子、女儿也接纳了他们，且经常搭把

手，一起照顾章春根。

2013 年，刘惠英因脑出血住院 24 天，董小兰既要

在医院护理她，又要照顾家里的章春根，还要忙家务

活，忙得像个陀螺转个不停。

谁知出院后，刘惠英就瘫痪了。两个卧床的瘫痪

病人，需要大量时间照料，董小兰身心俱疲，但想起七

婶那句“小兰，真的感谢你，你是好人哦”，就又打起精

神，把苦累抛到脑后。

母子俩瘫痪多年，从未生过褥疮，身上没有异味，

情绪也平稳，这是董小兰待他们如母亲兄弟的结果。

2016 年，59 岁的章春根因病去世。他的后事也

由董小兰操办。看着失去儿子、悲痛不已的刘惠英，

董小兰握着她的手说：“七婶，不怕，还有我这个女儿

陪你过日子。”

让“七婶”安享晚年

章春根去世后，董小兰把一楼 16 平方米的车库

改造成单间卧室。从此，只要天气好，她便会将刘惠

英小心抱上轮椅，推着在小区里转转，让老人晒晒太

阳，看看风景，听听鸟叫，跟邻居唠唠嗑。邻居们了解

情况后，都对董小兰竖大拇指。邻居张小琴被董小兰

的情意感动，几乎每天过来探视，帮董小兰照顾刘惠

英，有时还从家里端来饭菜给刘惠英吃。

董小兰的爱心故事慢慢传开。当地党委政府也

给予帮助，帮刘惠英办理了低保，还赠送护理床、轮

椅、慰问品……

2021 年，刘惠英因为颈椎痛，在医院住了十多天，

回来后就不能自己吃饭了，加之 96 岁高龄，脑子也变

得糊涂，听力逐渐下降，大大增加了护理难度。董小

兰除了做家务，其他时间几乎都陪在她身边。

每天早晚两次，董小兰要给刘惠英擦洗身子，换

尿不湿及护理垫，要抱她到轮椅上坐着，换换体位。

老人只能吃软烂的食物或流食，董小兰总会想着法子

烹制，一日多餐，每天还要仔细观察老人身上的变化，

一有异常就赶紧上医院就诊。

记者走进刘惠英居住的卧室，整洁干净。瘫坐在

轮椅上的刘惠英，外界任何声响已吸引不了她。

董小兰见她眼角有点湿，扯一张纸巾擦拭。老人

垂着的头突然动了动，嘴里吐出一句含糊不清的话：

“小兰，感谢你啊……”这句话，是一位近百岁老人对

“女儿”孝老之爱的由衷感激。

庐庐山山

6 月 11 日，雨过天晴的庐山风景如画。近年来，庐山市坚持生态优先、保护为重的工作思路，边施工边修复，做好水土保持工作，

加强生态保护，让绿水青山持续释放生态红利，不断推动庐山旅游高质量发展。 本报全媒体记者 梁振堂摄

一场静悄悄的变化
——“辣红安源”城市文化IP兴起之观察

陈记昌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 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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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爱撸袖”的你们，最美
——写在“6·14”世界献血者日

本报全媒体记者 黄锦军

天下悠天下悠

首届“辣红安源”文旅商贸消费节现场。 本报全媒体记者 邱 玥摄

6 月 12 日，新余市蓓蕾幼儿园的孩子们在园内合影

留念，定格童年记忆。毕业在即，孩子们通过创意留影迎

接毕业季。 特约通讯员 赵春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