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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河南春晚上，舞蹈
《唐宫夜宴》火爆出圈，作为文创
人，看完特别激动，第一时间就在
构思怎么将其从舞台艺术向卡通
化转化，等版权登记确认后，华冠
文化就与郑州歌舞剧院携手推出
了《唐宫夜宴》动漫 IP形象——唐
媚儿，我们将其定位为一个傲娇、
可爱、自信、传统又时尚的唐宫小
姐姐，致力于传播唐朝文化的‘形
象代言人’”。

在位于翠竹街的河南 863 软
件园内，面对采访，河南华冠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掌门人”梁兴讲述
了这十余年来的创业心路，说得最
多的就是“感谢当初的开始和一直
的坚持”。

多年来，华冠文化专注动漫新
文创投资开发运营服务，开创了动
漫文创为产业赋能的 IPCT 模式；
打造了国家级动漫品牌嘻多猴、党
建宣传使者“桐桐星星”、《唐宫夜
宴》“唐媚儿”等动漫 IP；今年 3月，
梁兴走上了浙江大学 MBA课堂，
在第 26 期“惟学无界·智享文旅”
系列讲座上分享对于文化 IP如何
活态保护和利用的探索与思考；4
月，受邀赶赴云南省普洱市，与当
地商议如何用文创为本土种植的
咖啡赋能。此外，还相继发布了范
家门“嵩宝”和郝堂“Hao 云朵朵”
两个乡村振兴 IP矩阵，用文创赋能
乡村振兴。

为了这一刻的“亮剑”，华冠文
化磨砺了十年。

梁兴是福建人，2010年，当时
他带领的团队正在进行原创动画
片《客家人》（后更名为《龙归》）的
创作。“我是客家人，而客家人的根
就在河南。”因为剧情需要，梁兴团队将目光投射
到中原腹地——河南郑州，恰好，当时的郑州正
在面向全国招揽动漫创作团队，华冠文化与郑
州，一场跨越千里的“姻缘”就这样促成了，河
南 863 软件园区派出两辆大巴，载着团队奔赴
河南。

2010 年~2013 年，华冠文化潜心于原创动
画片的创作与制作，被梁兴称之为“华冠文化的
1.0版本”。“至今，还有不少当年一起乘大巴车的

‘战友’选择留在了团队。”
“2013年，华冠文化进入 2.0，转型期的团队

一直在思考，做动漫，单独去谈创意是没有‘根’
的，没有共鸣人群，我们不应该是文化内容创
作者，更应该是文化内容传承者，我们文创人
要做的是对传统优秀文化的活态传承，‘创’，
不是创新，应为古为今用，古法新生。”梁兴说，
在转型期，团队开始尝试用年轻时尚的表现形
式去激活传统，泥塑、剪纸等多个非物质文化
遗产被团队拿来进行动漫化，其中，携手“泥猴
张”张希和，将国家级非遗技艺中的泥沽沽创
作卡通化，古法新生的“嘻多猴”成了华冠文化
的主 IP。

“2019年，华冠进入 3.0时代，也是移动互联
网快速发展的时期，面对的受众是 Z世代，国潮
回归，我们要重新思考动漫是什么？它是时尚年
轻的表达方式，《唐宫夜宴》IP运营的关键就在于
能够抓住年轻化的消费需求，而能否满足和如
何满足年轻化的消费需求是品牌能否具有活
力的关键。”

进入3.0时代的华冠文化也进入了飞速发展
期，华冠文化提出了 IP开发的三部曲：IP孵化、
IP养成、IP变现；阐释了 IP“六化”模式：形象化、
品牌化、文创化、场景化、内容化、数字化。“没有
文化故事的文创 IP 产品是没有灵魂的。”梁兴
还表示，“IP需要慢慢养成。”仅仅拥有形象的 IP
不行，IP的核心在于内容，而 IP养成的关键就在
于持续不断地输出新内容，保持用户黏性。此
外，还需注重借助数字化技术成果探求 IP传播、
产业链拓展的新路径。

在坚守传统中大胆创新、活化利用，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正彰显出强大的生命力。谈及未来
发展，梁兴说：“守护最初的梦想，不忘初心，守得
云开见月明。每一天，我与团队都一如既往地带
上快乐出发。” 本报记者 李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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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光正好
“甜蜜经济”火热

本报记者 曹婷

“最近气温适合拍婚纱照，如意湖畔风景好
又有特色，是拍婚纱照的外景首选之一，几乎新
人都会在这里拍几张。”随着气候转暖，东区
CBD如意湖畔拍婚纱照的新人接连不断，25日
下午，一名婚纱摄影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从 4月初开始，他们团队几乎一两天就要来一
趟东区出外景。

“双春兼闰月，结婚好时年”，每年5月前后
是结婚旺季。临近五一，郑州市的“甜蜜经济”
持续升温，婚庆套餐、婚纱摄影、婚嫁单品、一站
式婚宴备受追捧。

惠济区某酒店预订部李春燕展示了婚期预
订图，从图中显示，大部分新人把婚期扎堆定在
4、5月份，五一假期前后更是档期紧俏，如果现
在预订周末的婚礼，至少到下半年才有档期。

可承办婚礼的郑州M酒店，婚宴预订同样
火热。“今年婚庆市场火热，淡季不淡，开年来预
订的人就很多，整体业务比去年同期约上涨
60%，预订婚宴主要集中在 5月、9月、10月，均
价 2000元左右。”郑州M酒店婚宴部李经理介
绍，酒店整体装修风格偏向北欧风，户外场地与
宴会厅也可以为新人提供更多选择，自由切
换。且配有专门的婚宴管家一条龙服务，全程
跟进，服务好客户。

记者采访了解到，今年多家可承办婚礼的
酒店预订火热，同时婚庆公司、婚纱摄影、婚礼
化妆师等“五一”“中秋”“十一”的档期早已排
满。其中五月档期最紧俏，有些口碑好、市场认
可高的热门婚庆团队，工作人员分开跑，一天串
几场。

“今年五月预订婚礼跟妆的新人多，周末双
数的日子基本订完了。”位于华林时代广场一家
化妆造型店的化妆师介绍，婚礼跟妆从 2月预
订陆续增加，总体呈现淡季不淡，旺季更旺。

此外，记者走访多家商场了解到，4 月以
来，婚庆单品销售一路走高，如大红色的床品、
红色铸铁锅等，在商家的促销下，不少准新人前
来选购，销售高峰预计持续到5月底。

有业内人士指出，婚庆市场复苏明显，对关
联的行业是潜在的利好，相关行业应该根据当
前年轻人群个性化、时尚化的消费需求，提供多
元化、多层次的产品及服务。

本报讯（记者 曹婷）第七届全球跨境电
子商务大会展览展示将于 5月 9日在郑州E
贸易博览交易中心启幕。

第七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展览展
示活动将延续至5月 11日，为期 3天。展会
现场设置了国际物流展区、跨境电商直播和
数字商务展区、跨境新零售和跨境医药展
区、跨境电商综试区展区、知名平台企业和

跨境电商供货商展区等五大展区，展览面积
3.8 万平方米。据了解，今年参展商规模
大。根据目前参展报名情况，预计将达600
家，其中境外展商占比 2/3。国际化程度更
高。俄罗斯、伊朗、越南、泰国、日本、韩国、东
盟等国家馆集中展示跨境电商国际合作成
果，从国别地区看，展会现场既有亚洲国家、
欧美国家产品，又有俄罗斯、东盟、泰国、马来

西亚等“一带一路”等新兴市场，来自30多个
国家的数万种商品参展。此外，本次展览展
示还邀请了很多行业领军企业、外资企业、供
货 商 和 服 务 商 ，Newegg、TiktokShop、
Ozon等知名跨境电商平台相关负责人已确
认参展，将在展览展示会场对中国智造、河
南产业特色商品进行选品。展会全场将通
过线上直播和线下展销两种方式进行。

我市又一知识产权金融
创新产品“知易贷”上线

本报讯（郑报全媒体记者 李爱琴）知识产权质押
融资是解决科创型企业在发展中融资难、融资贵的有
效渠道。昨日，我市又一知识产权金融创新产品“知易
贷”上线。

“知易贷”是基于传统知识产权贷款的基础上，
增加了技术交易和知识产权评估等新的维度，给企
业一个高额度增长型的授信梯度空间，帮助企业更
好地解决第二周期贷款的需求问题，实现了对科技
型中小企业精准增信扩贷，解决了传统知识产权质
押融资“评估难、评价难、融资难、融资慢”的痛点，
提高了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普惠面，促进金融、科技、
产业的进一步融合，有效推动知识产权赋能经济高
质量发展。

据了解，为唤醒“沉睡”资产，为科技企业“主动造
血”，让拥有知识产权的轻资产创新企业跑起来，市市
场监管局精准对接科技型企业的融资需求，做细做深
做精产融服务，通过开展知识产权“入园惠企”行动，持
续向企业宣贯知识产权融资政策，通过建立知识产权
质押融资需求项目库、发布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白名
单”、召开银企对接会、印发政策汇编、积极落实奖补政
策等多种方式，引导企业以知识产权作为质押物进行
融资，有效盘活初创型、科技型和创新型企业“沉默”的
知识产权，将企业的知识产权转化为金融资本，实现以

“知本”引资本，将融资变“容资”，源源不断为企业发展
注入金融活水，激发创新动力，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高
质量发展不断贡献知识产权力量。

第七届全球跨境电商大会
展览展示将于5月9日启幕

4月2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肥西县山南镇龙嘴村水稻种植基地，农民在田间管护
秧苗。暮春时节，各地农民抢抓农时开展农事活动，田间地头一片忙碌景象。新华社发暮春时节农事忙

创意园里慢生活
春末夏初，每当夜幕降临，位于黄河路和沙

口路交叉口的“郑州记忆·油化厂创意园”就成
为远近市民来此“逛吃逛吃”的新去处、新乐园。

园区创业者与南阳路街道办事处携手奋
进，历经4年的努力，终于使曾经名动一时的油
化厂涅槃重生：“郑州记忆·油化厂创意园”秉承

“为精神寻找家园，为生活营造斑斓，为城市铸
造名片”的企业使命，从工业生产到工业文明，
再到工业文化，再到城市文化的持续升华。

“原址原位”蝶变升级后的“郑州记忆·油化
厂创意园”，占地 119亩，建筑面积 3万多平方
米。红砖瓦房，挺拔法桐，林荫小道，独具一格
的苏式老厂房被改造成厨房、游乐园、创意小
屋，已初步成为郑州地区文商娱行业创新、创业
的热土，浪漫夜经济消费打卡地，还有文化艺术
范儿的党建文化馆。目前已入驻新场景、新文
化、新生活、新业态的企业和经营主体70多家。

华灯初上，园区的夜经济拉开序幕，打开的
是一幅慢生活、懂休闲的惬意画卷。

炫彩夏夜购物忙
4月 27日晚，中原万达广场金街璀璨灯火

亮如白昼，两侧餐饮、百货等店铺灯火通明，前
来购物的游客络绎不绝。清风徐来，市民纷纷
走到户外，感受城市烟火气。

一头连着居民生活、消费延伸，一头连着商
业复苏、经济发展。中原区打造新地标夜经济
消费场所，以郑州中央文化区（CCD）区域为重
点，打造“醉美CCD”夜经济品牌，政府引导，知
名商业品牌参与运作，建成夜市“一条街”。

其中，郑州报业集团依托“郑州 M 广场”，
举办草坪音乐会，开设后备箱地摊等，新潮的消
费方式吸引了众多时尚青年前来打卡。巨屏

“郑州眼”宣传视频推介郑州，让市民游玩之余
感受城市魅力。

“天气转暖以来，俺这生意越来越好，特别
是五一临近，蒙古包都已经提前订满了。”4月
27日晚，在桐柏南路安达全羊馆，老板李自阳

介绍，每天晚上 100多桌，营业额 4万余元，从
下午 6点开始上客，通常营业到凌晨。抓住经
济复苏的好时机，李自阳不等不靠不要，利用抖
音、美团等平台，加大推广力度，推出特惠套餐，
大大促进了引流。“现在线上销售占到总营业额
的30%左右。”李自阳说。

中原区把夜经济作为刺激消费的切入点，
还通过出台刺激餐饮消费政策，鼓励餐饮企业
加大力度促销。通过多措并举，让城市的夜晚

“亮”起来、人气“聚”起来、商气“火”起来、财气
“旺”起来，打响“夜市+商圈+文化”的特色经济
名片。

二七商圈活力足
夜幕降临，二七商圈流光溢彩，游人如织，

烟火升腾的都市夜生活在这里拉开帷幕。
随着天气转暖和促消费措施的持续发力，

二七商圈人气、商气都在不断回暖，夜经济的
“烟火气”更是加速升腾。虽然不是周末、节假
日，但是晚间的二七广场、德化步行街、百年德
化风情购物园等随处可以看到市民游客逛街打
卡、吃饭购物的身影。

在六道巷美食街，来自四面八方的食客围
着木制小方桌落座，吃烤肉、喝啤酒、侃大山，好
不惬意。多个窗口烟雾缭绕，香气四溢。在百
年德化步行街，身着汉服、潮服的年轻人在沿街
店铺前不时驻足，三五结伴一起逛、吃、买。

记者获悉，即将到来的五一假期，二七商圈
还推出多项活动，打造青年强磁场，创造消费新
引领。“我们正在着手打造城市露营派对，现场
还有啤酒、市集、舞蹈表演等，还有‘德化最强
音’校园歌唱比赛以及街头篮球赛等，用年轻人

喜欢的方式引流，让二七商圈‘越夜越嗨’，充满
青年活力。”德化无限城负责人张潘介绍。

除了二七商圈，二七区拿出多项举措，“解
锁”夜间消费盛宴。在戏缘·建业大食堂，汇集
河南 18地市名吃、餐饮老字号、经典豫菜、非
遗名吃手工作坊等，一应俱全；在华润万象城，

“历 9弥新，出彩万象”中国传统色艺术展即将
开展；在二七万达商圈，将举行潇洒腕力赛、爆
笑·开心大会活动、电影票满额赠等。此外，二
七区还将推出文旅、汽车、百货、餐饮等80余项
促消费活动，全面点燃消费热情，为经济发展添
油助力。

古城墙边夜灿烂
华灯绚丽，流光溢彩。在管城区城北路至

东大街的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东城垣沿
线，品牌小吃、特色清真美食、非遗展演、文化体
验、商都好物、NPC互动、饕餮秀……丰富的业
态与体验，商都遗址公园打造成了一个开放式
的主题街区，给广大市民奉献饕餮文化盛宴。

为打造商都文化消费新场景、都市时尚生
活潮体验，管城区餐饮与住宿行业协会经过认
真筹备，精心策划，匠心打造，推出国际商都历
史文化区消费活动暨“商都文化节”活动，4月
22日至 5月 3日，在郑州商都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东城垣东侧公园，由南至北，分别设置传统民
俗与美食体验区、非遗展演区、商都好物坊、商
都文化体验区、文创市集等功能区组成，功能上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需求，实现传统与潮流的
碰撞与融合。具体项目上，特色清真美食、品牌
美食小吃化、非遗展示与体验、商都文化打卡体
验、NPC互动、汉服巡游活动……内容丰富，精

彩纷呈。活动为期 13天，覆盖整个假期，成为
夜经济的最大特色和亮点，将为市民送上五一
假期期间的饮食文化盛宴。

点亮消费新“夜”态
天气转暖，惠济区夜经济不断升温，宜家郑

州商场、惠济万达广场、滨河市集等夜间经济消
费集聚区的夜生活日渐丰富。“夜游”“夜购”“夜
娱”等夜间休闲消费活动正在惠济区徐徐展开。

为激发夜间经济活力，繁荣夜间消费市场，
惠济区积极组织策划开展第四届“惠生活·共美
好”促消费系列活动。活动以“惠生活·共美好”
为主题，打造具有“惠济特色”的购物消费体
验。惠济区靶向施策，多措并举着力拉动夜经
济消费促增长——支持辖区各镇（街道）打造 1
条以上餐饮美食街区，允许街区内餐饮门店外
摆经营，焕发夜间消费活力；鼓励支持辖区汽车
销售企业延迟营业时间至每日21点，为客户提
供汽车销售、咨询、保养、维修等业务；开展百
货促消费活动，鼓励辖区重点商圈、大型商超
等消费场所适当延长营业时间，并根据经营和
商品特点，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夜场活动和夜
间特惠商品促销活动。惠济万达、宜家、丹尼
斯、永辉等大型商超结合“惠生活·共美好”促
消费活动主题开展假日美食节、时尚街舞大赛、
好物节、宜家25周年庆、餐饮秒杀、零售团券等
多项活动。

夜经济不只是简单的“吃喝买”。伴随着生
活水平的提高，多种消费形态的多元发展正成
为夜间消费的一大亮点，更是衡量一座城市经
济繁荣程度的“晴雨表”。夜经济点亮了市民的

“夜生活”，让郑州越“夜”越精彩！

缤纷夜经济让郑州之夜更精彩
本报记者 刘伟平 党贺喜 孙志刚王思俊 杨丽萍

火树银花绿城夜，彩灯万盏熠
生花。

发展夜经济是提升城市消费需
求、促进产业结构调整的有力举
措。随着消费复苏的步伐加快，郑
州街头夜间消费的新业态、新场景、
新产品不断涌现。为进一步稳经
济、促发展、强信心，我市各区域挖
掘内生力量，强力推动夜经济提质
升级，激发市民消费潜力，为经济增
长注入强劲动能。

二七商圈“六道巷”美食街，市民吃烧烤、喝啤酒，感受升腾的烟火气。
本报记者 刘伟平 摄

4月27日晚，在中原万达广场，借着夜色中璀璨灯火，网络
主播在户外直播。 本报记者 孙志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