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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广告

筲巧借节日营销 实现品牌关注 筲节日营销 品牌怎么做才能出彩

■ 罗仕 / 文 宋金峪 / 图

“先有番禺，后有广州”。番禺历史悠久，

人文荟萃，文化底蕴深厚，文化旅游资源丰

富，是岭南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近年来，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深入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

示批示精神，以及对广州提出的实现老城市

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重要指示精神，依托

独具特色的岭南文化和旅游资源禀赋，以建

设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为引领，以文化为根、

旅游为体，着力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打造珠宝

定制之都、国际“美食之都”，推动城市文化综

合实力出新出彩。传统古老的岭南文化在禺

山大地上焕发出新的活力。

擦亮文旅品牌 彰显“粤韵番禺”
据金羊网消息，宝墨园里“色仔”“色女”

飘然欲飞，莲花山上百荷争艳，余荫山房中幽

兰含香，长隆旅游度假区内人声鼎沸……在

刚刚过去的国庆黄金周，番禺区全域花开，游

人如织。

统计数据显示，国庆黄金周(10 月 1 日至

8 日) 番禺全区旅游接待总人数达到 287.72
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13.9 亿元。“国庆来番禺

玩，我本来是奔着长隆来的，没想到番禺还有

这么多好玩的景点，真是相当有韵味、底蕴。”

来自湖南的游客张先生对记者表示。

番禺区是旅游大区、强区，旅游资源十分

丰富。据介绍，目前番禺拥有国家 A级旅游景

区 8个，包含首批国家 5A级景区 1个、4A 级

旅游景区 5个、3A级旅游景区 2个。辖内既有

古香古色的莲花山旅游区、宝墨园、沙湾古镇、

岭南印象园、余荫山房等旅游景点，同时也拥

有现代潮流的长隆旅游度假区、广东科学中心

等网红景点。粤韵风情与现代科技在这里交

融，文化游乐与特色产业在这里互促发展。

2019年 9月，番禺区成功创建全省两个之

一、广州市唯一的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

“旅游+直播”、“旅游+文化”、“旅游+节
庆”、“旅游+美食”……近年来，番禺区推动全

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文商旅深度融合，着力推

进旅游向全景全业全时全民的全域旅游转

变，高标准规划布局全区旅游资源，编制旅游

总体规划等系列文件，目前全区呈现景区量

多质优、产业体系完善的发展态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依托厚重的文化积

淀和名人民俗等资源丰富的独特优势，近年

来，番禺区策划了番禺民俗文化节、番禺水色

旅游文化节、莲花旅游文化节、余荫山房紫薇

文化旅游节，省级非遗名录沙湾飘色、鳌鱼舞

以及乞巧节、北帝诞、龙舟赛等一系列民俗文

化和节庆文化品牌 ，将民间艺术和民俗文化

以展览、表演等各种新颖、活态的方式融入旅

游开发，让传统古老的岭南文化在新时代焕

发出新的活力。

“旅游+”新业态发展模式，推动了番禺旅

游业持续稳定的发展。数据统计显示，近年

来，番禺区旅游接待总人数逐年攀升，旅游总

收入连续 11 年保持双位数增长，2019 年番

禺旅游接待总人数 5035.68 万人次，旅游总

收入 577.98 亿元。

传承历史文脉 记住“乡情番禺”
走进拥有 800 多年历史的岭南文化古镇

沙湾镇，鳞次栉比的岭南传统建筑，千姿百态的

砖雕、木雕、灰雕、广彩、广绣，独具风情的广东

音乐及民俗表演，一砖一瓦、一草一木、一颦一

笑，无不散发着番禺这座岭南古邑的独特魅力。

番禺是岭南文化重要发源地，钟灵毓秀，

人文荟萃，涌现出广东音乐“何氏三杰”（何柳

堂、何与年、何少霞)、岭南画派“二高一陈”

（高剑父、高奇峰、陈树人）等一大批历史文化

名人，全区拥有 513 处历史文化古迹。

近年来，番禺区进一步擦亮广东音乐之

乡———沙湾等“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民俗

文化品牌，通过举办演出、讲座、体验、互动交

流等多种形式扶持民间艺术的发展。

同时，大力开展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

民间工艺大师、知名艺术家开办岭南文化大讲

堂、“大师教你小手艺”体验课堂、粤剧曲艺讲座

等，实施民间艺术“一校一品”工程，创建了 41
个传统文化、民间艺术特色学校和传承基地。

重点扶持粤曲“私伙局”、醒狮、鳌鱼舞、飘

色、乞巧等传统民间艺术传承发展，将鱼灯、龙

狮、砖雕、灰塑等传统技艺融入旅游开发。

在传承历史文脉，记住“乡情番禺”的同

时，番禺区还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

推动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目前番禺作为

全国最大的珠宝首饰生产制造基地，“世界珠

宝，番禺制造”享誉全球；灯光音响龙头企业

集聚发展，2019 年度产值约占全国灯光音响

产值的一半，居全国首位；今年上半年，番禺

区规模以上互联网、软件信息服务业实现营

业收入 209.70 亿元，占广州市比重为 14.3%，

总量全市排名第二。

弘扬美食文化 体验“味在番禺”
如果说，番禺的美景洗涤了你的眼睛，番

禺的岭南文化触动了你的灵魂，番禺的美食

则惊艳你的味蕾。

从广州市中心出发，当汽车经华南快速

飞奔过番禺大桥，“食在广州 味在番禺”几个

大字便映入眼帘。“食在广州”，这是人们对广

州饮食文化的高度赞美和肯定；而“味在番

禺”，更是浸润着浓厚的饮食文化，成为番禺

的名片之一。

番禺是著名的国际“美食之都”，目前拥有

一万多家大大小小的餐馆食肆。在番禺你可以

享用到从早到晚供应，可以一年不重样的地道

美食。这里既有长隆酒店、四海一家等“高大

上”的美食名店，同时也有沙湾“爬金山”、莲花

山莲花宴、石楼钵仔禾虫、化龙煎焗白鸽鱼、石

碁八宝霸王鸭、市桥煎酿鲮鱼、沙湾水牛奶炖

全鸡等“接地气”的本地特色美食。

从 2012 年起，广州国际美食节永久落户

番禺，至今已成功举办八届。每到广州国际美

食节，番禺便成了美食的海洋。在美食节上，

游客市民即可品尝到世界、全国各地的美味

佳肴，同时可以欣赏到极富岭南水乡特色的

文艺表演，观赏到精湛的中西厨艺表演。

借助广州国际美食节永久落户番禺区的

契机，近年来，番禺区积极向海内外展示南粤

大地的美食文化及岭南文化，同时创新“粤菜

师傅+岭南饮食文化”等模式，打造“粤菜师

傅”文化品牌，并制作以番禺历史文化、美食

传承、人文情怀为主题的纪录片《味在番禺》，

评选并广泛宣传番禺十大特色名菜和名点。

“食在广州 味在番禺”的美食文化俨然已成

为番禺文化旅游的一张靓丽名片。

番禺区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番禺区

将紧紧把握建设粤港澳大湾区世界级旅游目

的地的重大历史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加

快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文商旅融合发展典范片

区和魅力彰显的岭南文化特色区，为广州实

现老城市新活力、四个出新出彩尤其是文化

综合实力出新出彩做出番禺贡献。

■ 刘元旭 李鲲 栗雅婷 张宇琪

10 月的天津有了秋的凉意，在梅江会展

中心展厅里，各式各样的冰淇淋及其原料、设

备陈列展出，冷柜一开，冒出阵阵白气。这是

第 23 届中国冰淇淋及冷冻食品产业博览会

上随处可见的场景。

12 日到 14 日，这个中国冰淇淋行业的年

度盛会在线下如期举行，300多家冰淇淋企业

在天津“温暖相聚”。徜徉在 3万多平方米的展

区里，记者感到，疫情带来的“苦”正在从这个

“甜蜜行业”里褪去，中国经济转型升级带来的

新热潮正在向这个“冰冷产业”袭来。

回忆起疫情的影响，新晋雪糕品牌“钟薛

高”的高级品牌经理黄颖首先想到，由于一些

国外原料无法入境，导致“爱尔兰陈年干酪雪

糕”等产品断货半年后才回归市场，但这并没

有影响“钟薛高”的发展。黄颖说，他们从消费

者的真实需求和感受出发，新研发了“粽香口

味雪糕”“白兰地口味雪糕”等产品，依托成熟

的仓储物流体系，实现了不错的销售业绩。

“冰淇淋以前是消暑食品，现在是休闲食

品，随着人们消费理念的升级，冰淇淋的市场

容量在不断扩大。”江西天凯乐食品有限公司

的展台前客商不断。该公司董事长助理兼市

场部负责人龙翔飞说，今年公司推出了许多

新口味冰淇淋，市场反响很好。

“和去年相比，我们今年的销量增长了近

30%。”龙翔飞说，“疫情下市场重新‘洗牌’，

产品欠佳的企业没办法长久生存，消费者对

于产品品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反而为优质企

业赢得了生存空间。”

采访中，记者感觉到，无论是互联网经济

赋能的“不断供”销售渠道，还是消费升级带

来的个性化需求，这些中国经济转型带来的

新增长点，都在成为新的机遇，同时也倒逼着

冰淇淋产业进行全链条的供给侧改革。

在原料方面确保真实健康。广州诺壹食

品有限公司与冰淇淋生产企业合作，将咸蛋

黄酱加入冰淇淋，取得长足发展。该公司大客

户经理范剑锋说，调研中，他们发现，咸蛋黄

酱因丰富油脂给消费者带来的独特口感是香

精无法代替的，也是真实健康的，因此他们不

断加大投入，努力使咸蛋黄酱成为中国特色

的冰淇淋原料，而不仅仅是一种口味的配料。

在研发方面做好跨界融合。今年 3 月，疫

情的影响仍在，但“光明冷饮”和“大白兔”推

出联名产品，截至目前，仅联名雪糕的销售额

就超过了 8000 万元。

在生产方面实现自动高效。南京浦园冰

淇淋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今年国内销量上涨了

30%，分析原因，总经理沙庆田表示：“随着人

工成本的增加和企业对产品质量要求的提

高，冰淇淋制造向自动化转型是必然趋势，疫

情期间‘招工难’更将这种趋势推向高潮。”

在销售方面优化消费场景。在“海信”展

区，一个专为某冰淇淋生产商定制的老爷车

型立式冷柜前，现场负责人赵德年告诉记者，

冷柜的作用已不仅仅是存储和展示，更是客

户展示自己品牌的窗口，“我们也不仅仅是做

冷链，而是不断站在消费者的角度考虑问题，

为客户量身定制全场景的解决方案。”

当前，中国正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

格局，在冰淇淋行业，除了依托互联网等新平

台实现国内销量恢复并增加之外，也有不少

企业抓住全球产业“洗牌”机遇，打通两个市

场。 咱下转 P4暂

新品牌
中国制造乘势而上
■ 陈凌

据人民日报报道，纵观近年来的消费走

势，以新制造为代表的新国货日益占据消费

市场，国内的原创设计产品有了越来越多的

粉丝。新品牌崛起，老字号走红，大白兔奶糖、

雅霜雪花膏、回力运动鞋等陪伴了几代中国

人的老品牌也在创新中焕发出新的活力。

国产品牌的崛起，折射出“中国制造”在

“十三五”时期不断向“中国质造”和“中国智

造”迈进。就在几年前，中国消费者在国外买

马桶盖、电饭煲、吹风机等生活用品的新闻，

一度成为网络热议的话题。消费者舍近求远，

不远千里去国外抢购这些产品，某种意义上

也提醒我们，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

者对商品的品质和品牌更加重视。在已经实

现了“能用”“耐用”“实用”之后，人们还希望

国产品牌能够“好用”。当个性化、多样化消费

渐成主流，保证产品质量安全、通过创新供给

激活需求的重要性显著上升。也正因此，“十

三五”时期的一个重要思路，就是“着力推进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供给能力满足广大人

民日益增长、不断升级和个性化的物质文化

和生态环境需要”，强调“加快发展新型制造

业”“加强质量品牌建设”。

正是依托于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和“互

联网+”行动计划的深入实施，“十三五”时期，

国产品牌发力创新，不断提高供给能力和供

给水平，日益受到消费者青睐。过去是注重数

量，如今是关注质量和体验；曾经是贴牌代

工，现在是创立品牌；以前是大订单、闷头生

产，现在是柔性制造、个性定制、工厂与市场

精准对接。因时而变，因变而兴。国产品牌不

再仅是物美价廉，而是品质和潮流的引领者；

国产品牌的流行，不再仅仅是因为规模和成

本优势，而是建立在消费者的认可基础之上。

从这个角度来看，国产品牌在市场上绽放夺

目光彩，是中国制造竞争力日益增强的证明，

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实效的体现。

如果说消费者需求的变化，为国产品牌

开拓了新的发展空间，那么国产品牌的崛起，

也在塑造着消费者的审美和文化追求。有人

总结，这些年国产品牌的流行有一个明显的

特征，那就是“本土审美的苏醒”。故宫文创产

品“爆款”频现，陕西剪纸、遂昌龙粽等非遗伴

手礼受到顾客青睐，让文物活了起来、让传统

文化走进了日常生活；百雀羚、同仁堂等老字

号主动拥抱潮流，让经典产品魅力重现、让东

方美学得到年轻人的认同。新国货不仅满足

着消费者日益多元多样的消费需求，也进一

步激发着消费者内心的文化自信。就此而言，

国产品牌的乘势而上，既是一个“经济故事”，

也是一个“文化故事”。

习近平总书记在企业家座谈会上强调，

要勇于创新，做创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

引领者，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

市场创新。今天，国产品牌已经站在了一个新

的历史起点，中国消费市场足够广阔，为国产

品牌创新发展提供了宽广的舞台。瞄准市场

需求，主动创新，用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

制造国产商品，深入挖掘文化价值，我们完全

有理由相信，国产品牌将赢得更大市场，助力

人们向着美好生活不断前行。

彰显“粤韵番禺”名片 文旅融合全域花开

从“冰冷产业”透视中国经济新热潮

荫今年国庆黄金周 日至 日，宝墨园每天举办两场水上飘色文化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