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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
红城

市

使创意经济
拥有大好前景

长沙作为第一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屈贾之乡”“楚汉名城”“潇湘洙泗”源远流

长，马王堆汉墓、四羊方尊、三国吴简、岳麓

书院等历史遗迹闻名遐迩，花鼓戏千年传

唱，名胜古迹数不胜数。

厚重的文化没有成为前行的历史包袱，

反而成为砥砺奋进的精神力量。电视湘军、

出版湘军、动漫湘军，用创新在传统领域独

领风骚；老厂房“穿衣戴帽”，成为引领时尚

的创业基地。

在抓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长沙

把创意经济作为攻坚突破的重点。马栏山

视频文创产业园专注“头脑产业”，将文化与

科技深度融合，使科技成为现代文化的重要

方面，非遗技艺过去养在深闺人未识，现在

运用网络传播，成为令人惊羡的“中国式浪

漫”的代表，传统文化在新时代新场景中浴

火重生，既收获了流量，又传播了文化，商业

价值得到转化，社会效益不断攀高，数字经

济崭露头角。

商业价值、社会效益日益彰显。“中国V
谷”越来越被看好，怀揣梦想的人们汇聚而

来、风险投资嗅到商机，创意经济渗透到各

行各业，经网络连接，跨界合作蔚然成风，直

播带货屡屡出圈，电商市场因创意经济的注

入而焕发新生。

为创造财富
提供应用场景

鞭炮烟花过去是个热闹的小玩意，但长

沙通过创意设计赋能，使其迭代为大产业，

而应用场景提供功不可没。日景烟花、露营

地烟花、个人定制“微焰火”、数字烟花等奇

思妙想，经应用场景加持而变为市场热销。

数字音乐、视觉艺术等元素的融入，拓展了

应用场景，鞭炮烟花蝶变为新媒体艺术烟花

产品，经典产业华丽转身，富民功能依旧强

劲。

文化作为精神力量催人奋进，作为资源

被有效开发，作为活动营造气氛，文化成为

长沙由内而外的自然流露。餐厅变景点，氛

围变怀旧，美食是享受，文化成了妙不可言

的体验。历史文化经创意的酿造，给经济社

会带来勃勃生机，城市爆款 IP层出不穷，成

为长沙新经济的最大底气。

网红发力
增加城市“曝光度”

“我用最正宗的南京方言讲述最地道的

南京故事，南京这座城市有数不清的素材。”

在网红达人“菲哥”看来，“自媒体大V”纷纷出

现在南京，离不开南京的飞速发展。尤其是

城市建设、数字经济发展、文化建设的提升，

吸引越来越多思维活跃的年轻人涌入，寻找

成长机遇。这些人是网红的种子，也是南京

城市形象的新兴网络代言人。

自媒体平台频频发力，南京的“官媒”也

在为南京旅游“背书”。此前，“南京发布”官

微“总要来一趟南京吧！”收获10万+阅读量，

开设的“总要来趟南京吧”合集几乎每隔2天
就有更新。

“在行业分类的影响力排行中，导游行业

排在前十。”南京旅游业协会导游分会秘书长

张继峰说，导游对一个城市的熟悉程度超出

普通市民，不仅能介绍眼前的风景，还会推介

南京的历史文化等。在南京，像张真好、南京

小胖等导游界的“大V”，不断通过新媒体推

介南京，地方政府和旅游业协会等部门机构，

也纷纷邀请其他省市的导游“大V”来宣传南

京。随着视频播放量的提升，南京这座城市

的曝光度随之提升，城市影响力不断扩大。

景区破局
策划创意年轻化

传统的夫子庙景区焕发着新兴活力。特

色打卡雪糕、沉浸式剧本杀、水上婚礼……都

成了年轻人感兴趣的打卡点。夫子庙文旅集

团运营部部长田树鹏介绍，沉浸式剧本杀、水

上婚礼等模式，在保留传统文化习俗的基础

上，增加当代潮流元素，更贴近年轻群体的时

尚喜好。

在玄武湖景区、南京古生物博物馆、文

都·玄武门等景点，也增设剧本杀打卡点，联

动景区内外文旅载体资源，为市民游客带来

别样的环湖旅行体验。

在仲量联行资深董事王萌看来，南京旅

游之所以出现“井喷”式增长，一方面因为南

京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与现代潮流载

体，契合长三角短途家庭或亲子游的需求；另

一方面，随着近年来南京本土自媒体及社交

媒体的崛起，年轻力量不断发力，带动南京的

线上曝光度增加，独特的城市特质也不断增

强。同时，政府部门近年来主动与头部社交

媒体合作推广，打造

新媒体矩阵，使得南

京城市知名度与影

响力整体提升。

“网红城市”的出现，背后反映的

是地方城市营销的觉醒。通过对城市

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资源的系统

整合，找到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发展

路线，通过树立城市品牌，提高城市综

合竞争力，广泛吸引更多的可用社会

资源，来推动城市良性发展。以前的

一二线城市会通过一些大型活动进行

城市品牌营销，而如今出现的“网红城

市”则是借助互联网的交互传播特点，

寻找到树立城市品牌的又一支点。

“网红城市”的火爆对城市发展的

益处已不需多言，但透过这份红火，应

该有更多的思考。“网红”的特点一般都

是“红”得迅速，但被人遗忘的速度也不

慢。对于这些城市而言，防止昙花一现

的火爆就更为重要了。

一方面，有媒体报道，因“网红城

市”火爆，这些热门景点游客暴增，相

关配套设施不完善、安全保障存在隐

患、景区周边管理出现混乱、影响城市

市民生活等一系列问题开始暴露。在

经历了最初的火爆之后，如何借“网

红”之势，提升城市各方面的管理水

平，给游客更好的旅游体验，给当地市

民更好的生活改善将是决定“网红城

市”能走多远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要想把流量变成实实

在在、长长久久的消费，需要当地政府

更积极地参与和推动。对于既有的

“网红”景区周边，可以开发更多差异

化的产品、线路，利用丰富的活动、精

彩的体验项目来“留客”；同时抓住城

市成为“网红”的机会，更深入地挖掘

城市资源，进行更丰富多元的城市营

销，让城市旅游进入更良性的发展循

环中。

对更多想成为“网红”的城市来

说，找到自身独特的资源更为重要。

可以看到，无论是重庆的洪崖洞，还是

西安的永兴坊，这些城市景点景观，都

是极富文化特色并一直都是当地用心

打造的城市名片，在爆红之前，实际上

已经是极具层次与质感的城市景区商

业中心。正是这种历史文化的深层次

体验结合上现今游客对体验式观光的

需求，再配上网络传播的效力，才有了

“网红城市”的火爆。如果没有一定的

历史文化、城市景观等积淀，而是依靠

单纯的网络操作，进行简单的抄袭和

跟风，也很难“红”起来。

别让“网红城市”成为昙花一现

（综合新华社、经济日报、《瞭望》新闻周刊、南京日报）整理/珠江时报记者黎国栋

长沙在悠久历史积淀中不断激

发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活力。同时，

将文化创意融入消费品牌，打造特

有的城市爆款IP，成为长沙这座“创

意之城”里的新业态。

线上线下、国内国外，持续走红的

螺蛳粉，赋予柳州这座城市别样的风

味。近年来，柳州以工业化思维谋划螺

蛳粉产业发展，将地方特色小吃培育成

“大产业”，再反哺文旅，成为网红城市。

南京本土自媒体发力，扩大传

播渠道，推介南京城市形象；官微

“主动出击”，呼唤八方游客“总要

来趟南京吧”；各个景区、街区创新

做法，打造属于年轻人的旅游新方

式……南京“火热”的背后，得益于

社交媒体的推动，更离不开政府、

景区的主动作为。

爆红背后的“改革经”
作为柳州特色小吃之一，很长一段时

间，螺蛳粉多出现在街头小摊或夜市。即便

在外的广西人想念家乡味道，也只能在线下

费心寻觅店面。

改变源自预包装螺蛳粉的问世。“2010
年，柳州就鼓励商家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开

店，2014年当地提出用工业化理念打造袋

装速食螺蛳粉，以实现特色小吃规模化生

产。”柳州市商务局局长杨志刚说。

柳州通过申请“柳州螺蛳粉”国家地理

标志产品、建立螺蛳粉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螺蛳粉原材料基地等，护航柳州螺蛳粉品牌

化、标准化、规模化发展。“柳州打造了两个

螺蛳粉重点园区，吸引100多家上下游企业

入驻，实现由‘小作坊’向现代化产业集群的

跨越式发展。”杨志刚说。

一碗粉带出了“网红”产业链，产生了裂

变效应。借助“互联网+螺蛳粉”，网上柳州

螺蛳粉节、网红主播直播带货、螺蛳粉热搜

话题等催生大量订单；依托“螺蛳粉+文旅”，

螺蛳粉旅游专线、螺蛳粉小镇等各类文旅衍

生配套产业规模不断扩大。

工业化思维壮大特色产业
走进广西善元食品有限公司的直播室，

“00后”柳州姑娘梁社月正在和网民进行直播

互动。“让更多人了解家乡美食以及美食背后

的文化，感觉很有意义。”

加入带货队伍的不仅有中国青年，还有

很多外籍人士。近些年的中国—东盟博览

会上，螺蛳粉成为展会“爆款”产品之一。在

各类短视频平台上，外国“网红”聚焦柳州螺

蛳粉的镜头日趋多见。

柳州民营企业在螺蛳粉国际化道路上

也不断发力。“公司根据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标准、市场偏好，有针对性地改造生产线、供

应链以及研发策略。”广西螺霸王食品有限

公司董事长姚汉霖介绍。

“以工业化思维发展壮大的柳州螺蛳粉

产业，是柳州最具潜力、最有前景、最

聚人气的特色产业，未来我们将进

一步深化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力争到2025年底实现柳州螺蛳

粉全产业链销售收入900亿元，

持续擦亮这张特色名片。”柳州

市委书记吴炜说。

一说起“网红城市”，你首先
想起哪个？是“巴适之城”成都，

还是“魔幻山城”重庆，抑或是
“不夜古都”西安、“美食天堂”

长沙、“过冬圣地”三亚？
近年来，随着流量经济

的崛起，网红无处不在，就连
城市都变身网红，拉动城市

发展的方方面面。以下这
些城市的“出圈”之道，同

样值得南海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