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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海如何打响 IP？

一个文体旅 IP的持续出圈，靠几

场赛事可能不够，但以赛事为圆心，把

半径拉长，赋予更多内涵，带动更多业

态，则合力可成。

“龙超”是“龙舟+”融合发展探索的

机会。刚刚结束的2024“沥桂一体

美丽家园”龙舟赛就首次以“龙舟+徒
步”的方式，在灯湖中轴北延片区艺术

滨水空间形成“水上船龙，岸上人龙”的

“双龙汇”独特景观，引发全城关注。

发挥溢出效应，“龙舟+”想象空间

还很大。

“龙超+农业农村”可添彩乡村振

兴。龙舟竞渡的显著特点在于接地

气。村里露天的赛场、人头攒动的观

赛氛围、农家最爱的“农副产品奖”，共

同构成一道亮丽的乡村风景线。这也

给了“龙舟+”更多探索可能：以“龙超”

为磁极，把特色农产品、特色景点等整

体盘活，带动乡村振兴。

今年，南海在222个涉农村居中

打造10%以上的示范村。围绕这些村

居，开展“龙舟+乡村旅游”，持续推出赛

事配套产品及旅游线路，满足游客的多

样化需求。如开通观赛直通车，串联沿

途的村史馆、文物建筑、名企百园等景

点，推出观赛采摘游、研学游等旅游产

品，让人们的体验值得到最大化。

“龙超+文艺”可擦亮城市名片。

南海“龙超”，不仅是竞技的舞台，也是

文化交流的舞台，更是展示城市实力、

自然景观、人文历史的窗口。

“龙超+文艺”便是一条路子。比

如，在郁水官驿文化带、桑园围文化带

和省佛通衢文化带举办“龙超”主题的

水上音乐节，营造独特记忆的城市文

化符号；联动南海大地艺术节，深入挖

掘龙舟艺术元素，围绕赛事创作文艺

作品，使之赋予城市文脉更多生机活

力、更多时代风采。

“龙超+文旅”可撬动消费潜能。

“跟着赛事去旅行”成为新时尚。“龙

超”不只是肾上腺素在狂飙，也将创造

一个个“龙舟+”的小“金山”。

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王裕雄认为，体育赛事不仅能促

进体育消费，其对旅游在内的各类关

联消费带动作用非常大，一项赛事所

带动的关联消费甚至是体育消费的数

百倍。

今年，南海“龙超”有55场赛事覆

盖7个镇街，可以借“龙超”造节放大对

消费的拉动效应，打造“龙舟+美食”

“龙舟+优品汇”“龙舟+汽车”“龙舟+夜
市”等。这些“龙舟+”业态，不仅能用

“舌尖”带动“脚尖”，还能化身为创业

创新的高效平台，吸引投资者、人才前

来，带动灵活就业增长，让文旅消费市

场迸发新活力。

总而言之，“龙舟+”有无限可能，

我们期待，更多元化的场景在南海汇

聚成一场“龙舟嘉年华”。

从淄博到哈尔滨，从天水到开封，

大量年轻人的打卡式游玩，成就了一

个个网红城市。毫不夸张地说，如今

的城市旅游，“得年轻人者得天下”。

南海该如何让“龙超”年轻化，圈

粉更多青年人，与Z世代撞出新火花？

深耕“体验为王”。《体验经济》一

书有言：“体验是开启未来经济增长的

钥匙”。事实表明，相比传统文旅，现

在越来越多游客不远万里奔赴一座

城，很多时候只是为了一种新奇、好玩

的体验。

这种体验，可以是吃一顿烧烤，当

然也可以是划一次龙舟，这为南海“龙

超”脱颖而出带来启示。试想，年轻人

用手机预约，在千灯湖登上向往不已

的龙船，化身奋勇搏击的“扒仔”；在单

人龙舟耐力赛、五人龙舟马拉松、标准

龙舟直渡竞速、龙船漂移中随心选择，

体验一把龙舟服装旅拍的刺激感；在

“龙超”主题餐厅吃一顿特色“龙船

饭”……这些基于体验的“龙舟+”消费

场景，足以令人流连忘返。

拥抱“数字浪潮”。对年轻人来

说，体验不仅要有线下空间的

真实，更要有数字科技的炫

酷。智库专家李清平断言，如

果南海“龙超”能够实现文化

IP化、体验数字化、消费场景

化，成为数字创意产业的范本，

其人文经济学意蕴将超越贵州

“村超”。

诚然，融合数字科技的创造性转

化，打造沉浸式体验和消费场景，南海

“龙超”将丰富和拓展人们的感知空

间，这也尤为符合年轻人的胃口。例

如，充分利用虚拟现实（VR）、增强现

实（AR）、3D建模等技术，构建一个生

动立体的元宇宙体验场景，将南海“龙

超”的文化积淀、特色民俗和各式玩法

转化为可感知、可互动的数字化内容。

追寻“潮玩时尚”。个性鲜明的当

代年轻人热衷追逐新潮流，想要俘获

年轻人的心，南海还需赋予“龙超”更

多时尚感。比如，试着与历史人文故

事结合，创作年轻人爱看的内容，聘请

年轻设计师设计有趣好玩的“龙超”文

创产品，让看过“龙超”的年轻人，有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还有“看了玩了

带着走”。再如，借力电影、网播剧、网

游等载体，将南海“龙超”融入其间。

更潮的“龙舟+”才能“划”得更

远。释放赛事新活力，留住年轻人的

“脚步”，南海“龙超”亟待开拓更多新

玩法、新打法。

一系列“龙舟+”洞见了

南海“龙超”的无限潜力，要解决

的是“龙超”能否持续创新，成为长

红IP？
“想把最好的都展示给游客，但没

想过游客需不需要。”中山大学旅游学院

教授、中山大学旅游休闲与社会发展研究中

心主任孙九霞提供了一条思路：供给者思维是

开发传统文化旅游进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

由此看来，除了与经济深度融合，秉持需求

者思维探索“龙舟+”，着重关注游客的需求、想体

验什么等问题，吸引八方客人一年四季都想来，端

午人潮来了还想来、不断来，或许才是南海“龙超”可

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

前置思维强运营，炼就深厚内功。洞察需求，运营

先行，虽然“网红城市”多是“无心插柳”的结果，但大都提

前聚焦短板，在完善功能配套、提升资源利用率、延长服务

链等方面投入更多巧思。

此前，东莞召开新闻发布会，高位统筹、协同联动相关部

门和17个镇街举办龙舟月系列活动。活动主打龙舟可“玩”

也可“游”，不仅在赛事期间准备了装扮巡游、音乐节、泼水等活

动，还推出一系列观赛和龙舟体验，形成吃住行游娱购一站式

全链条游玩模式。

这种做法同样适合南海“龙超”。比如，树立全域视野，统筹

全区各级龙舟赛事由“单干”变为“组团”，全链条引领南海“龙超”

筹备、宣传、策划、服务等各个环节，久久为功推“龙超”长盛长红。

长线思维造品牌，深挖需求出产品。立足今天，展望明天，当南

海“龙超”的火爆带来难得的发展机遇，如何充分利用“龙超”的品牌

影响力，推动产业持续发展，必然也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课题。

贵州“村超”的实践独具借鉴意义。榕江县专门成立“村超”品牌

管理公司组建运营团队，将一系列当地产品冠以“村超”品牌。例如，

由当地罗汉果制成的“村超可乐”，首批推出300万瓶很快销售一

空。此外，还有“村超”伴手礼、“村超”酒、“村超”电子竞技、“村超”运

动装备等新产品、新业态也不断涌现。

令人期待的是，南海人可通过“龙超”品牌，实现一个宏大的梦想。

那便是利用体育这一全球“共通语言”，打通文化交融通道，把“世界龙

舟看南海”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让“龙舟+”释放更多红利惊喜。

全民共创添活力，激发全新精气神。一群人，一条心；一件事，一

起拼。在南海，惟有以龙舟精神为引领，让全区上下都行动起来，方能

真正促“龙超”IP转化为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展现出更大的成功可能。

以贵州“村超”为例，赛程的规划和文艺节目的组织等各个环

节，都由普通百姓亲手操办。全民主人翁意识的提升和对活动的

由衷认同与支持，正是“村超”成功的关键之一。

“活鱼要在水中看”，“龙超”也要接着地气，扎根乡土，方“如

鱼得水”。因此，南海也迫切需要举办诸如“我能为‘龙超’做什

么？”“‘龙超’有我更美丽”等系列大讨论活动，想方设法把热心

企业、乡贤、普通市民都动员起来，一同实现共进、共赢、共享的

美好愿景。

对标“村超”，突围突破，“龙超”携庞大新蓝海而来，只待

南海打开格局精耕细作，不断做好新产品、做出新业态。

“马蜂窝”平台数据显示，端午“赛龙舟”热度环比上涨133%，其中“南海叠滘龙船漂移”再
攀顶流，带动佛山热度增长100%。

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群众基础，南海龙舟四季皆精彩。除叠滘龙船漂移外，西樵半山扒龙舟、里
水锦龙盛会、盐步老龙探契仔……个个能打。

风口之上，南海龙舟如何变端午节假期热度为长年资本？能否领跑风向，用全域视野、创意视角擦亮“南
海龙超”IP，以“龙舟+”思维，为消费提振、城市出圈、文化“破壁”打开新通道？

文/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黄梦灵 梁慧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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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舟向着终点冲刺龙舟向着终点冲刺。。

▲▲外国友人体验龙舟外国友人体验龙舟。。

▲▲叠叠滘滘龙船漂移大赛龙船漂移大赛，，队员们奋力挥桨队员们奋力挥桨。。

▲▲单人龙舟赛单人龙舟赛。。

▲▲夜光龙在千灯湖中央活夜光龙在千灯湖中央活

力区划出一道美丽风景线力区划出一道美丽风景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