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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黄河文化休闲之都”

近年来，淄博因烧烤出圈、贵州以“村 BA”“村超”出圈、哈尔滨以“冰雪旅游”出圈……这之
中有的城市靠“食”，有的城市靠“娱”，但毋庸置疑的是都走出了一条特色化的城市 IP 塑造之
路。各类“网红城市”的强劲发展势头也引发了众多城市的竞相模仿，但这一过程中的问题也层
出不穷，兰州作为甘肃的省会城市和西北旅游的重要集散地，正积极探索城市 IP 的打造，以期
通过特色化的城市形象塑造，为文旅融合发展注入新活力。兰州作为黄河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正致力于将黄河文化作为城市 IP 的核心元素，展现其独特魅力。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兰州城市 IP打造的重要性

兰州市近年来在文旅领域取得了

显著成绩，一直以来都是甘肃文化旅

游发展的龙头，去年更是跻身成为全

国旅游爆火“出圈”的城市之一。根据

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23 年兰州市全

年共接待国内游客 8699.8 万人次，同

比增长 197.3% ; 实现旅游业总收入

649.4 亿元，同比增长 337.9%，实现了

“质”的有效提升、“量”的快速增长的

“兰州文旅之变”。网友们调侃“中山桥

有 1 亿人，晚上 10 点还在堵桥”“牛肉

面馆师傅的胳膊都抡酸了，牛羊都被

吃完了”“羊皮筏子拉不完，根本拉不

完……”这无一不印证着去年兰州文

旅市场的强劲发展态势，让游客深刻

感受到了“黄河之滨也很美”。

一座城市拥有鲜明的、具有巨大

传播动能的 IP 无疑是其在新时代不同

于其他一般城市的重要标志。梳理爆火

“出圈”城市的发展，毋庸置疑，一个成

功的城市 IP 能对城市发展起到重要推

动作用。城市 IP 在城市竞争中作为一

种软实力，既能丰富城市文化的研究成

果，提升市民的归属感与自豪感，又能

进一步彰显城市文化内涵，助力提升城

市的知名度与美誉度，更能深层次影响

城市的综合实力、市场吸附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总而言之，兰州拥有一个成

功的城市 IP 不仅有助于传承和挖掘兰

州丰富的传统文化、塑造城市形象、振

兴文旅产业、提升经济水平、优化城市

空间，甚至能够推动国际交流合作，为

兰州争取更多的发展机遇，实现“强省

会”目标及高质量发展。

兰州城市 IP打造中面临的挑战

城市 IP形象多变
推广力度显疲态

兰州自古以来就是文化交汇之地，

拥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兰州的发

展历程深刻见证了其丰富的文化内涵

和特色的城市形象。或许正是因为这

种多元的文化底蕴，使得兰州的城市

IP 一直处在不断变化的状态中，尚未

形成一个持久的城市 IP，这就造成兰

州城市 IP 推广无法持续深度进行，城

市 IP 形象在公众心中缺乏凝聚与共

识，从而使得这个本该被记忆的城市很

难被人们所熟知。

城市 IP定位失焦
未紧扣兰州内核

不论是“中国西北游出发在兰州”

还是“中国西北游相会在兰州”，以往

所有的兰州城市 IP 更强调城市的旅

游属性，却忽略了对城市整体形象和

核心文化因素的展现。同时，已有 IP

涵盖的空间过于广泛，更多着眼于将

兰州打造为旅游中转地和集散地，未

能聚焦于城市自身特色及特征，使得

兰州的城市 IP 不能紧扣城市内核，缺

乏较为明确、独特、核心的定位。

城市 IP影像朦胧
传播周期短暂

目前，全国各大城市都在通过自

有的、固定的城市 IP 为城市发展赋

能，与其他城市相比，兰州缺乏一以贯

之的城市 IP，同时 IP 传播时间投入较

短，使得兰州的城市 IP 缺乏辨识度、

缺少植入度，难以给人们留下深刻印

象，加之城市 IP 未能形成连贯、系统

的传播，这就导致兰州城市 IP 不仅无

法有效地传递，反而会让人们对这座

城市的认知变得模糊不清。因此，兰州

要想在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就不能

按照以前的做法时常对城市 IP 进行

变换，否则多变模糊的城市 IP 反而会

对城市发展造成不利。

总之，兰州城市 IP 打造需要一个

创新、独特、明晰、立体、系统的基本定

位。我国再没有一个城市如同兰州一般

与黄河的关系如此亲密，可以说兰州是

一座黄河托举起来的城市、是最亲近黄

河的一个城市、是黄河文化呈现和体验

度最好的一个城市，同时也是以黄河文

化为核心的休闲文化发育最好的城市。

因此，兰州在城市 IP 打造中应该对黄

河怀有足够的敬畏和尊重，要更好地理

解黄河对兰州的价值。

兰州城市 IP打造的对策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中提

出，“要以文化建设带动城市建设，加

快建设一批有全国影响力的文化中心

城市、特色文化强市”。兰州作为一座

拥有深厚历史文化和独特自然资源的

城市，为进一步发挥其独特优势，建议

将兰州城市 IP 定位为“中国黄河文化

休闲之都”，这一定位不仅是对黄河唯

一穿城而过省会城市的肯定，也是对

其丰富文化资源和休闲旅游资源的充

分体现。

上下同心
合力编织城市 IP华章

首先，要在城市未来发展战略上

将“中国黄河文化休闲之都”这一城市

IP 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引擎，通过科

学规划，确保各项发展项目与“中国黄

河文化休闲之都”的定位高度契合。其

次，要在产业布局上围绕这一核心定

位，大力发展与之相关的上下游产业。

最后，要在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迭代

方面，不断推陈出新以确保这一城市

IP 始终保持活力和吸引力。也就是说，

未来的任何发展规划都应该紧密围绕

这一城市 IP 来实施，这不仅可以推动

兰州文化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还能

带动其他相关产业的兴盛和社会经济

的全面进步，持续助力“一核三带”战

略及强省会行动。

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
树立城市 IP新标杆

2019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上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与此同时，2023

年《黄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

出台，这都为兰州发展黄河文化 IP 提

供了强大的理论指导。兰州作为黄河

国家文化公园的重大节点，近些年在

黄河文化积淀和品牌打造方面取得了

许多成就，特别是在黄河文化的非遗、

餐饮、游览观光等方面夯实了产业发

展基础。因此，兰州市在“中国黄河文

化休闲之都”这一城市 IP 的打造过程

中，要依托黄河国家文化公园这一重

大文化建设工程，加强对非遗、餐饮、

游览观光等黄河文化元素的传承、保

护和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具有地

域特色和核心竞争力的城市 IP，发挥

出重大节点城市的标杆引领作用。

坚守黄河文化之魂
促进多元文化共生

兰州市在“中国黄河文化休闲之

都”这一城市 IP 打造过程中，要明确黄

河文化在城市 IP 中的核心地位，坚守

黄河文化之魂，确保其统领性，这不仅

是对历史的尊重，更是对城市未来发展

的期许。同时，要通过不断加强黄河文

化保护传承、推广黄河文化现代价值，

以黄河文化为底色促进其与地方自然

文化、丝路文化、红色文化、边塞文化的

融合，全方位、全要素赋能城市 IP，为

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深挖休闲文化
构建产业发展新图景

兰州市在“中国黄河文化休闲之

都”这一城市 IP 打造过程中，要重视

“休闲”这一关键点。全球范围内，许多

城市都通过发展休闲产业实现了经济

增长和社会发展，洛杉矶、巴黎、巴塞罗

那等城市都是休闲产业发展的佼佼者。

兰州多年来也在不断的致力于休闲产

业的发展，不仅有黄河穿城而过为城市

带来的独特的滨水景观，还拥有众多公

园、绿地和休闲广场，为人们提供了丰

富的休闲空间。因此，“中国黄河文化休

闲之都”这一城市 IP 也更加清晰地指

明了未来兰州在“文化 + 休闲 + 旅游”

产业架构下的发展方向。

优化兰州全域布局
扩大城市 IP影响力

兰州市在“中国黄河文化休闲之

都”这一城市 IP 打造过程中，要放眼于

对兰州城市各种文化发展体量的提升

上，并不能仅仅局限于对景区和景点的

建设发展。要统筹考虑整个“大兰州”乃

至“兰白一体化”“兰西城市群”发展下

的城市功能定位，主动抢抓各类文化建

设机遇，不断加强与周边城区相关优质

资源的融合，使其成为城市 IP 的延伸，

将城市多元文化体系与结构进行全地

域、全时段、多维度的呈现，从而进一步

扩展兰州城市 IP 的广度与深度，以期

更大力度、更广地域地传播城市 IP 及

文化。 渊把多勋 李莉冤

将文化产业布局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培育

壮大新型消费袁实施数字消费尧绿色消

费尧健康消费促进政策袁积极培育智能

家居尧文娱旅游尧体育赛事尧国货野潮品冶
等新的消费增长点遥苏州历来是文旅经

济发展的重点城市遥 以姑苏区为例袁
2023 年姑苏区 A 级景区全年接待游客

6308 万人次袁A 级景区营收 8.66 亿元遥
春节假期袁 姑苏区内 7 家 A 级景区共

接待游客 290.37 万人次袁 日均同比增

长 25.95%袁门票渊船票冤收入 2674.71 万

元袁日均同比增长 578.41%遥 区域内星

级酒店营业额为 796.29 万元袁 日均同

比增长 25.27%袁入住率近八成遥 可见袁
城市文旅消费蕴含巨大潜能遥

作为江苏省江河湖海交融尧长江运

河共济的典型区域袁苏州古有北境三十

六浦袁今有望虞河尧元和塘尧白茆塘尧七
浦塘尧娄江尧浏河等 42 条主要通江支流

将长江与苏州太湖尧阳澄湖尧大运河尧吴
淞江等众多湖荡河网连接袁滋养了枕河

人家的生生不息袁见证了江南文脉的延

绵不断遥 新时代袁苏州长江国家文化公

园建设要秉承苏州历史文化名城的资

源禀赋袁充分利用野人文与经济共生冶环
境下文化名城尧经济名城尧产业名城的

金色名片袁抓住未来文旅消费领域的政

策红利袁 加快培育壮大新型消费市场袁
以新的格局和新的视野袁将文化产业布

局融入到国家文化公园的建设中遥
具体来说袁一是要以问题为导向认

真分析建设的背景与需求遥苏州沿江三

市袁均是制造业强市袁且以生产型制造

业为主袁 现代服务业发展相对迟缓袁提
速发展服务型制造和现代服务业的任

务十分迫切遥通过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为载体的平台建设袁大力引进和发展以

数字文化尧创意设计尧演艺娱乐尧时尚休

闲为特色的现代服务业袁无论是对于城

市形象提升还是产业结构优化都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遥 此外袁随着长三角一

体化的深入推进袁野沪苏同城冶效应正在

持续放大遥 但同城化是一把双刃剑遥 它

一方面有利于错位配置产业资源袁另一

方面也容易带来高端要素资源向高量

级城市流动的问题遥 城市生产强尧消费

弱袁既不利于产城融合的现代城市发展

格局构建袁 也不利于城市招引产业人

才尧留住创新人才遥在此背景下袁高水平

推进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袁正好可以

以其独特的人文魅力尧优质的生态环境

等营造具有苏州气质和特色的现代消

费集聚区袁形成产城人协调发展的良好

态势遥

二是要以市场为导向合理布局建
设的功能空间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建

设袁要尽可能实现以文化为基调的艺术

共享空间尧以创新为理念的长江经济合

作示范基地尧以科技为手段的长江数字

文化产业园相结合的三位一体的空间

布局遥 园区内袁艺术共享空间的布局要

充分彰显文化的气质与品格袁同时还要

充分考虑到群众幸福生活的情感需求遥
可以重点建设多功能多场景的组合式

演艺剧场功能区尧 现代艺术展示功能

区尧艺术培训功能区尧体育健身功能区尧
老人儿童特殊功能区袁同时配套以时尚

购物功能区尧餐饮娱乐功能区等遥 长江

经济合作示范基地可以依托长江文化

艺术节袁 以文旅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袁
举办 野长江经济带特色产品交易博览

会冶袁以张家港为主会场袁以太仓尧常熟

以及昆山尧 苏州工业园区等为分会场袁
持续整合各类特色产品及品牌的供应

链遥 建设运营野长江经济带特色产品抖

音直播基地冶袁 大力吸引本市及周边地

区各类制造业产品品牌共同参与袁不断

扩大交易规模遥数字文化产业园区建设

则要充分彰显长江经济带产品特色袁吸
引视频拍摄尧信息传输尧软件开发尧创意

设计尧人才培训等文化领域的各类生产

型服务企业入驻袁培育形成文化服务业

集群化产业生态遥
三是要以流量为导向创新建设招

商运营模式遥 首先袁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可以借鉴国外文化公园建设的先

进经验袁建立政府主导尧社会参与的项

目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体系遥可以设立

国家文化公园投资发展基金袁以政府为

主导袁优先吸引本市各行业各类骨干企

业参与投资遥文化艺术街区尧直播基地尧
产业园区袁 可以在文旅集团统一管理

下袁委托行业头部企业或专业机构负责

招商及运营工作袁强化考核机制袁确保

投资收益和税收收入遥 其次袁要努力招

引国内外头部文化资源及项目落地袁通
过建设国际化的艺术文化领域的地标

性项目袁打响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文化品

牌的社会知名度袁确保公园建设的整体

运营质量遥 另外袁还需要坚持系统发展

和可持续发展理念袁提高资产运营的整

体收益和质量遥依托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建设袁整合文娱旅游尧数字文旅尧非遗旅

游尧 乡村振兴农文旅示范建设等内容袁
形成现代都市潮流消费的鲜明特色袁辐
射全市及周边地区的消费集聚区袁不断

释放现代服务业在现代城市提升发展

中的带动作用遥 渊陈璇 王斌冤
兰州雁滩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