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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龙舟破圈长红

央视《新闻联播》新闻特写三分钟；

“房东都这么拼命了”登上热搜榜；过亿

网友在手机端找到最佳观看位置，隔着

屏幕调侃“赢了要减租”……在刚刚过

去的端午，南海用视觉、听觉、味觉、触觉

的龙舟文化盛宴，抓住全国人民甚至于

世界各国人民的目光。

继淄博烧烤、贵州“村BA”火爆全

国后，承载了深厚情感与文化的南海龙

船，成为了另一个现象级城市IP。
“南海龙舟正向实现了人们的想象

力，颠覆了人们对龙舟运动、日常社区

叙事的想象。”在佛山市委党校科研处

副主任李丽华看来，年轻人内心里是向

往社区的强链接性的，叠滘龙船漂移团

结全村人为集体荣誉而战，一种源于乡

土社会的熟人社区叙事方式正好满足

了大家需求。

座谈会上，多位专家学者认为，南

海龙舟的“出圈”，是制度和长期主义的

胜利，不是偶然事件的结果。深入研究

南海龙舟多年的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文

部副主任王浩明就提到，南海一直注重

龙舟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书写了一

个杂糅传统与现代、民俗和竞技的区域

龙舟文化范本，这次爆火之后反应也非

常快，他认为南海定能乘势而上抓住龙

舟破圈的机遇。

诚然，就像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不

会有无缘无故的“爆火”。2022年12
月，南海发布《佛山市南海区深入实施龙

舟、醒狮文化创新发展行动计划》，提出

要实现龙舟、醒狮民俗和赛事活动全面

普及、全民参与，促进龙狮文化与文旅产

业深度融合；今年，龙舟更被写入南海区

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做强醒狮、龙舟、功

夫、桑园围等超级“IP”；6月22日，南海

又整合区内龙舟资源，提炼龙舟文化，集

结八条龙船发布“南海龙堂”文化新 IP，
赋予了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

南海龙舟出圈背后的逻辑

今年端午节，南海深挖本地传统文

化底蕴，精心打造了多场龙舟活动，不

仅带来了大量客流、提振消费，更成为

本土文旅产业发展的新名片。

作为“中国龙舟运动之乡”，南海拥

有龙舟数量超过1000多条，龙舟运动

历史悠久、群众基础深厚，屡获世界性

比赛奖项。如何深耕“南海龙舟”这个

IP？专家们认为，要做好传统这篇文

章。

“盐步老龙礼俗为什么可以延续至

今，其实政府一直都有呵护，让盐步老

龙的精神内核保持完好无损。”王浩明

认为，要保护好龙舟文化的内核，体现

在群众的广泛参与，这种内核精神要不

断传承下去。

在他看来，推动南海龙舟发展，还

要注重年轻人群体和国际传播。“体育

是通用的国际语言，我们要重视传统文

化在海外的意义，这是一种故乡精神，

南海是龙舟精神的故乡。

南海桂城叠滘龙船漂移、九江“起

龙”迎端午、西樵“半山扒龙船”、大沥盐

步锦龙盛会等传统龙舟文化活动各具

特色，不同镇街，龙舟的文化习俗也有

所不同，这些资源该如何利用呢？

“作为政府，包括各镇街和社区，应

该持续挖掘南海龙舟文化与资源，例如

发源地、典故、人物、节庆节点等都要梳

理好，要用权威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

再传承下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

学院院长、教授陈恩维建议，打造南海

龙舟IP要有全域观，注重镇街联动和特

色品牌打造，把南海龙舟的链条做长。

同时，还可以打造全国性的龙舟锦标

赛，让各地高手到南海同台竞技比拼。

深耕传统讲好本土故事

飞桨逐浪，南海龙舟频频出圈，接

下来如何乘势而上？

“‘南海龙堂’是‘水上南海’高质量

发展战略发布后的首个基于岭南水文

化底蕴应运而生的城市公共文化IP，也
是继‘南海狮团’之后城市 IP新生力

量。”南海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广

旅体局副局长刘夏远表示，龙舟是“水

上南海”战略中水人文板块中的具体抓

手，二者也起到相辅相成的作用。

他建议，可基于叠滘龙船漂移为核

心卖点，把端午节打造成狂欢节作为营

销理念，目的是把南海打造成端午期间

全国最具吸引力的旅游目的地。

“打造南海龙舟 IP不是一蹴而就，

还要进行深度的挖掘和梳理。”南海区委

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区文化广电旅游体

育局局长梁惠颜表示，接下来南海会开

发更多龙舟业态，如线下的龙舟体验、打

造龙舟消费场景、开发龙舟文创产品等。

南海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方华刚

表示，打造南海龙舟 IP，要坚持久久为

功，重要的目的不是网上噱头，而是要

把这种龙舟文化精神传承下去。“首先要

挖掘民俗资源，讲好龙舟故事，可通过媒

体和影视多渠道宣传；其次，要传承半山

扒龙舟的改革精神和盐步老龙的契约精

神；此外，还要做好政府服务，做好环境

提升，打造龙舟活动时做好上下谋划，让

龙舟成为南海的标志性品牌。”

打造水上南海龙舟IP

借智引力乘势而上

南海龙舟何以出圈？叠滘龙船漂移

一方面正好实现了人们的想象力，一方

面也颠覆了人们对龙舟运动、对日常社

区叙事的想象。如现在人与人之间越来

越陌生，然而龙舟却还以社区强链接性

团结整村人为集体荣誉奋战，这种强链

接性实际上是年轻人内心所向往的。南

海要在创新的同时保持龙舟文化的传统

内核，保证内容上的强大吸引力，持续保

持人们对龙舟运动的想象力。

佛山市委党校科研处副主任

李丽华

当南海龙舟开出美丽花朵，就要紧追

而上提供更丰厚的土壤让其开得更艳。

叠滘龙船漂移凭其唯一性和独特性，已成

为了今年端午国内龙舟赛事的天花板。

南海要继续做优餐饮、交通、住宿等相关

配套服务设施留住人、吸引人，抓住机遇

带动城市经济发展，着力将南海龙舟打造

成为现象级的“长红”IP。如在保证村民和

其他市民游客都有好的观赛体验方面，可

改造升级河道两旁的硬件设施，建立阶梯

式安全观看台。

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知政分公司副总经理

王旭如何继续做强南海龙舟这个品牌？

对南海龙舟定位高度还可以再高一点，当

前国家非常重视文化传承，不仅仅在于经

济，还有社会治理。同时要尊重传统，把

南海龙舟的历史、仪式、特色等无一遗漏

的挖掘出来，做好根基；其次是创新性，注

重各镇街联动，一个镇街推出一个龙舟品

牌，把龙舟的链条做长。可以探讨把龙舟

与带货直播相结合，例如龙船饭、龙舟的

周边产品等等，把南海龙舟这个IP做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文学院院长、教授

陈恩维

南海龙舟火了，接下来要如何发展？

当下南海龙舟的火爆是一把双刃剑，在发

展的过程中一方面要注重传统内核，另一

方面政府行为要有边界感。龙舟文化的

内核要始终保持群众的自发性，政府的行

为不能深入到其内核中去，这才能让其延

续千百年，不惧经济的波动和文化的转

变。同时，政府也要做好龙舟文化的挖掘

和梳理，可以每年以不同的主题推出龙舟

活动，打造南海龙舟IP。

新华社广东分社政文部副主任

王浩明

今年端午节，全国至少有500个地

方要打造高端龙舟品牌，可能想到有1

万种打造方法，最后为何只有南海火

爆出圈？决定性的元素之一是视频，

因为南海龙舟在社交媒体上具有趣味

性的传播属性。如何把龙舟的热度变

现？可以多听听旅行社、网络博主、新

一代游客的建议和想法，用景区思维

和服务思维去打造南海龙舟，把“摄影

棚”打造为“娱乐场”，让更多市民游客

参与进来。

南方日报佛山新闻部副主任、南海全媒体平台主编

赵越

●截至6月24日，与南海龙舟相关的新闻报道达2531篇，
仅中央级主流媒体的报道就有近40条。

●端午期间，“龙舟漂移有多酷炫”话题登上新浪

微博热搜，新华社、新华网、央视频、新浪微

博、抖音、B站等平台累计吸引全

网2亿网友围观，直

播 观 看 量 达

3150多万。

南海将进一步深入挖掘龙舟文化资源 打造“南海龙堂”文化新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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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过去的端午节，南海龙舟成为了网络上的“顶流”。央视、

新华社、人民日报、凤凰卫视中文台等高端媒体纷纷聚焦南海

龙舟，从“一天四上央视”“新华社连发四文”的频率里，南海

龙舟的魅力展露无遗，还有“龙舟漂移有多酷炫”话题登上新

浪微博热搜，南海龙舟累计吸引全网2亿网友围观。

如何能让“南海龙舟”从网红迈向长红，怎样打造“南

海龙舟”IP？6月29日，南海举办打造龙舟地标品牌

座谈会，来自政府、院校、企业、媒体各方代表

对“南海龙舟”端午的现象级

传播进行复盘，并提

出未来的发展意

见及建议。

扫码看南海探寻

龙舟破圈长红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