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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三，拜轩辕。在海
内外中华儿女共同恭拜人文
始祖轩辕黄帝的重要日子，4
月11日下午，由郑州市黄帝
文化研究中心主办、郑州报
业集团承办的甲辰年黄帝故
里拜祖大典“主流媒体黄帝
故里文化行”座谈会在郑州
M酒店召开。来自全国知名
高校新闻传播学院的专家学
者、沿黄九省（区）和国家中
心城市党报社长、新媒体总
编辑，齐聚一堂，就如何更有
效地推动“天地之中、华夏之
源、功夫郑州”城市品牌的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建言
献策。

当日上午，嘉宾刚刚参
加了隆重庄严的甲辰年黄帝
故里拜祖大典，座谈会上，在
见证拜祖大典圆满礼成激荡
起血脉深情的深深共鸣中，
与会嘉宾结合此次采风的所
感、所思、所想，共同探讨、深
度挖掘郑州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历史内涵。

4月11日下午，甲辰年黄帝故里拜祖大典“主流媒体黄帝故里文化行”座谈会在郑州召开 本报记者 李新华 摄

“文化的传承正处于一个绝佳的历史机
遇，河南是华夏之源，我们当然应该抓住。目
前河南对于优秀文化的挖掘还不够，应该进一
步加大对整个河南文化遗产的发掘和整理。”
《传媒》杂志社社长、中国传媒年会组委会秘书
长杨驰原以《如何发掘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题进行发言。

“想要讲好故事、传播好故事，就一定要化
大为小、以小带大，增强故事性和趣味性。比
如说黄帝的像，到底有多高多重，怎么建造的，
什么时候开始启用的，历朝历代拜祖大典有没

有像，把一个一个小故事拿出来，最终再让碎
片回归到整体大的层面，这样才会把大的事件
宣传得更丰富、更具有吸引力。”

“‘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郑州’这三张
‘名片’特别具有城市形象的纯粹性和关联性，
是其他城市和地区无可替代的。”太原日报社
社长边素庭建议，要通过一系列文化活动和技
术赋能，把丰厚的历史资源活化，从而实现城
市 IP的价值转化。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流量时代，但是也有
一个趋势，线下活动越来越多，线下活动关注

的是人的互动、体验和人的感受。”边素庭强
调，要注重线上和线下的互动、联动，线上抓流
量、线下抓体验，把人气积攒起来。

“通过拜祖大典这个活动，河南郑州创新
了讲好中国故事这样个一话题，符合国际传播
主流趋势或者大的规律。黄帝故里、拜祖大
典、美丽郑州，这个传播其实是讲好中国故事
非常重要有效的方式。”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
传播学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本乾表示，
以前在媒体上看到“只有河南”等文旅产品，没
有像这一次亲自体验这么深刻。

“探索出了文旅产业发展新的路径，这里
面凸显了文化资源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重
要作用，通过这个方式的发展，也满足了人民
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求。”李本乾
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活大量
沉浸在虚拟世界中，人与人之间一些必要的情
感可能在虚拟生活中慢慢就淡化了，此次活动
创建了主流媒体虚实融合的模式，让民众在线
上和线下能够互动起来，回归到生活中。此
外，文化的庆典活动带动了媒体流量的传播，
文化资源的开发为城市 IP赋能。

“天下大山，嵩山为宗，嵩高维岳，峻极于
天。天下大河，黄河为尊，被誉为中华民族的
母亲河。而嵩山、黄河在郑州相会，李白当年
就是在郑州看了波澜壮阔的黄河后，来到了郑
州嵩山脚下他的好朋友丹丘生的家里，与岑夫
子一醉方休，写下了著名的《将进酒》。”郑州市
文物局原局长、中国古都学会副会长阎铁成在
开场发言时，从名山大川、天地之中讲起，详细
介绍了郑州这座历史之城、文化之城、创新之
城、兼容并蓄之城，让与会嘉宾对“天地之中、
华夏之源、功夫郑州”的城市品牌有了更全面
深入的了解。

济南时报总编辑、新黄河客户端总编辑
赵治国认为，郑州现在主打的“天地之中、华
夏之源、功夫郑州”城市品牌和文化标识，处
于三个维度，既着眼现实、观照历史，又放眼
全球，造就了郑州独特的城市品牌形象和文
化标识。

“‘天地之中、华夏之源、功夫郑州’这个
城市品牌很响亮，立意很高，而且层次很丰
富。在立意上，华夏之源的确立，表征着中华
民族数千年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在新时代
的今天，极大地彰显了我们的民族自信和文
化自信；功夫文化，更是郑州极为独特的文化

标识。这个城市名片，从空间到时间，凸显了
郑州的城市魅力。”呼和浩特市融媒体中心总
编辑林白表示，初步接触到这个城市品牌的
时候就感受到了其丰富的品牌内涵和文化底
蕴，更能感受到郑州蓬勃的发展活力和国际
影响力。

“作为一个正宗的河南人和曾经的郑州
人，能应邀回乡参加拜祖大典可以说是一件十
分值得自豪的事情。我动身的时候，抬头就能
看到拜祖大典的宣传牌，上面有‘天地之中、华
夏之源、功夫郑州’这 12个字，这句十分经典
的郑州城市形象宣传语精确地传达了郑州的

城市形象，同时对于一名中原游子来说也颇能
获得非常高度的认同感。”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长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君超在分享自
己对郑州城市品牌的感受和理解时说。

“郑州的文旅资源丰富，发展潜力巨大，除
了已开发的文旅资源还可以挖掘历史与现实
中的很多人文故事，我们在只有河南·戏剧幻
城看过的创意短剧《苏轼的河南》就是一个很
好的例子。”王君超建议，要进一步挖掘郑州故
事，并同步开发文创产品。在文旅产品的文案
设计中，既要凸显中原文化的独特性，还要顾
及其兼容性。

擦亮郑州城市品牌，凸显郑州城市魅力

重庆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
师郭小安以《如何把文旅的流量变成质量》为
题发言。通过分析当下文旅出圈的多个案例，
他提出，抓住年轻人的心、提供情绪价值、产品
符号化、政府的精心准备等是流量变成质量的
关键要素。

“流量会经历两个阶段，一个是发酵阶段，
二是暴发阶段。发酵阶段不宜觉察，但是一旦
暴发之后，会迅速产生滚雪球的效应，这个时
候可以带来极大的经济效益。”郭小安强调了
短视频化、场景化以及大V及时介入对传播产
生的巨大能量。

“众目睽睽之下，在聚光灯下，所有的优点

会被放大，所有的缺点也会被放大，会被炒
作。我们说流量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带来极
大的经济效益，但同时也有很强的破坏力。当
一个事情超出极限的时候，就要重新充电。有
失有得，这是讲格局。消费者的心理非常奇
妙，越让他来他偏不来，越让他买他偏不买。”

“流量和质量这两方面我们要做非常好的
平衡。”厦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博士生
导师林升栋以《国际化背景下的郑州城市形象
建设》为题进行发言时，也提及流量和质量的
辩证关系，并从形象建设的视角转换、形象建
设的纯粹性与排他性、媒介技术演进下的形象
建设等方面展开阐述。

“形象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人们对事物的感
知。每个人原先的知识结构不一样，生活在不
同的地域，可能有的还生活在不同的国家，所以
大家对形象的感知会受到原先知识结构的影
响。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知可能完全不
同，形象的感知受到人的意识和认知过程的影
响。建设方和受众方在发送信息过程当中，实
际上有一个编码跟解码的过程，在这里面受到
很多因素的影响，包括建设方有自己的知识结
构，信息接收方也有知识结构，所以我们要充分
考虑这两个结构之间的差异。”林升栋强调，“要
坚持正能量，要宣传主流价值，同时要贴近受
众、以受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充分利用现代的媒

介技术，把它表现出来，并去做非常好的结合，
这是定位的纯粹性。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还要建
立排他性，要让别的城市模仿不了。”

“城市品牌的树立基础在于城市的宜居和
烟火气，要提升城市的亲和力。政府与民众需
要互动，才能在城市形象和品牌的塑造上建立
一个机制。城市品牌形象和传播的是不断展
示热点和新的成就。城市品牌的传播塑造需
要顶层设计和城市营销。比如城市音乐、美
食、自然景观、科技感服务设施等。”赵治国呼
吁城市应该更加重视短视频传播的新技巧，带
动所有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到短视频快速传播
热点和爆点的互动中来。

线上抓流量、线下抓体验，为城市IP赋能

打造好形象，把流量变成质量

专家大咖齐聚论道
共话郑州城市品牌

本报记者 苏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