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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时游赏

□ 辛酉生

冬日已至，气温骤
降，寒气催得路人行色
匆匆，也催得水面结
冰。人们已开始为今冬
的冰上运动做准备，冰
刀需要打磨，更新的装
备也要早早下单，期待
着在冰上驰骋，期待着
旋转、飞腾，期待着冰
花飞溅，也期待着喝彩
欢呼。喝彩欢呼也是一
种欣赏别人运动的乐
趣。乾隆时，宫廷画家
张为邦、姚文瀚绘制了
一幅 《冰嬉图》，画面
上乾隆坐在豪华宽大的
冰床上，看着健儿们在
冰面上操演起来。不仅
当时看，还要画下来随
时看。

清代每年入冬，都
要招精壮子弟入宫做冰
上训练，这是重视武备
的表现。所演练的项目
也多注重实战。如“转
龙射珠”，先在木门上
吊起一个垂着飘带的彩
球，一队兵士盘旋回环
画着八字滑向木门，在
规定距离，掏出弓箭射
向彩球，射中者能迎来
一片喝彩，也能获得奖
励。这一项训练的是冰
上追击。同样训练追击
的还有“抢等”，即现
在的速滑，兵士飞速向
皇帝冰床滑去，以到达
先后确定等次。清代冰
鞋是分体式的，先将钢
片钉在木板上，再将木
板绑在鞋上，组合成为
冰鞋。跑起来应该不如
现代冰鞋便利，如果能
有现代冰鞋相助，“抢
等”应该更加刺激。其
他的训练项目还有冰上
蹴鞠，一人将皮球抛起，众人分组争
抢，以能射中悬空的球门为胜。既训练
身体协调性，也训练团队合作精神。

军事训练之外，还有的项目近乎杂
技，在冰面上耍飞叉、大刀，几个人叠
罗汉、倒立、爬杆，自然是为取悦皇
帝。民国初年，北京冰场常有一黑衣老
者，面色红润、银髯飘洒，能轻松做
出朝天蹬等高难动作。许多外国记者
专门为他摄像，多次登上海外杂志，
名噪一时。据其自述，当年曾多次进
宫演练。

看过操演，皇帝乘大冰床回宫去
了。陪同的官员，如能获颁赏乘坐冰
床，亦是很大荣誉。清宫旧例，年高德
劭、不良于行的官员，进宫可赏乘肩
舆、紫禁城骑马，赏座冰床是同等待
遇。如某人被赏紫禁城骑马，去世时要
作为荣誉写入讣告，不知赏乘冰床是否
也要一并写进去。

乘坐冰床亦是千余年来一项喜闻乐
见的冰上活动。大观园中的小姐们也
坐。《红楼梦》五十六回探春要削减大
观园支出，薛宝钗认为要以小恩惠笼络
人心，细数园中婆子工作任务时，就提
到“关门闭户、起早睡晚、大雨大雪、
姑娘们出入、抬轿子、撑船、拉冰床，
一应粗糙活计，都是他们的差使”。民
国以后，北京皇家园林开放，冬天设置
冰床，上铺皮毛或棉垫，几人租赁一
床，由人拖曳，绕湖飞驰，欣赏冬日园
林景致。除娱乐性质，冰床也可做正式
交通工具。在北京，冬天运河冰冻，可
乘冰床自通州方向直至广渠门。

若 说 冰 床 还 有 古 趣 ， 1920 年 到
1930 年间举办的“北平溜冰大会”则
算得古今中外大杂烩。一众时髦男女齐
聚北海公园，有的扮成米老鼠，有的化妆
成佐罗，有的变身孙悟空，更有人把自己
打扮成一个大火锅，吸引无数围观。

冰可做运动场所，也是艺术创作的
原料。曾经开酒楼的商人喜欢在门口堆
冰雕招揽顾客。震钧 《天咫偶闻》 记
载：“以冰为酒瓮、瓶罂、鼎彞之属，
然灯于内，高悬四座，观者叹其绝
肖。”政府部门也有做冰雕的习惯，清
代六部例行制作冰雕，其中工部做得最
好，或是由于工部分管工程建设，更有
经验。

如不喜欢运动，也懒得出去看冰灯，
古人还有一个在家赏冰的游戏——冻冰
花。洪迈《夷坚志》丙志 《锡盆冰花》：

“家人取常用大锡盆洗涤，倾浊水未
尽，盆内凝结成冰，如雕镂者。细视
之，一寿星坐磐石上，长松覆之，一龟
一鹤分立左右，宛如世所图画然……自
是无日不融结。佳花美木、长林远景、
千情万态，虽善巧者用意为之，莫及
也。迨春暄乃止。”靠发挥想象就可以
玩儿一冬天，真是惠而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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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谭思静 余冰玥 记者 齐 征

滑雪是费钱的运动吗？这届年轻人似

乎在用行动说“不”。

辗转于各大电商平台只为“薅”到最具

性价比的雪票、雪具、雪服；在社交网站、雪

友群搜罗各类“平替”用品，只购买最必需

的装备；极力省去不必要的开支，努力以最

低的成本获得最多的滑雪乐趣……他们被

雪圈称为“穷滑”一族。

喜欢冰雪运动 更喜欢“穷滑”

“原价 280 的滑雪票，直播间只卖 98
元”，一个月前，在京工作的李梦云“激情下

单”囤了 30 张北京某雪场的滑雪票。为了

节省交通费和餐食费，她早上 5:30起床，自

备干粮，公交转地铁转高铁，用时 3个小时

花费不到 30 元到达雪场，下午 4:30，她收

拾装备原路返回。如此“特种兵”般的行程，

只为了把钱都花在滑雪的“刀刃”上。

今年，体验过多次室内滑雪的广东人

余小东决定利用年假时间飞去新疆阿勒泰

滑雪，他在网上分享了自己“穷滑”的装备

清单，其中有国产平价品牌，有二手网站淘

来的旧物，还有团购或是商家做活动送的

滑雪用品。“谁说滑雪只是有钱人的运动？”

他在社交账号中反问道。

最近，某国内滑雪品牌的市场品牌内

容运营史加一在做用户访谈时，遇到了一

位自称“乞丐式”滑雪的雪友。史加一告诉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她几乎很少购买滑

雪相关用品，能省则省。我问她为什么不买

装备？她说我也不发什么小红书、抖音、朋

友圈，就是纯滑雪纯玩，只想享受乐趣”。

根据“去哪儿”大数据显示，今年 11月
以来，该平台上“滑雪”相关搜索热度增长

明显，全国滑雪场门票预订量较 2019年同

期增长 147%。随着东北、新疆、北京等地的

滑雪场陆续开板，雪友们在寒冷的冬天逐

渐掀起一阵“冰雪热潮”。

在 2023 年国际冬季运动（北京）博览

会上发布的《中国冰雪产业发展研究报告

（2023）》显示，2022-2023 年雪季，中国冰

雪运动群体主要以青年为主，占比达 60%
以上；从滑雪人群来看，70%以上人群均为

体验型消费者，滑雪次数小于 3次，20%左

右的人群为爱好者，经常参与滑雪运动，仅

有 10%左右的人群为专业滑雪者。

体验型消费者占多数的情况下，大多

数滑雪新手决定从“穷滑”开始尝鲜，从马

蜂窝预订的滑雪旅游消费中，超过 1/3 的

冰雪旅游人群消费在千元以下。

似乎是提前嗅到了年轻人“穷滑”的消

费趋势，今年全国各大雪场陆续推出了优惠

滑雪门票，北京军都山滑雪场进行预售直播

时，推出近 5折的优惠门票；张家口崇礼万龙

滑雪场在公众号推出了 900元至 1200元的

预售住滑套餐；新疆阿勒泰推出了泰滑卡、

疆滑卡、全球卡等发售优惠政策。

年轻人只在意价格便宜吗

11月 19日早上 9点到达雪场的李梦云

告诉记者，自己这趟滑雪之旅并没有想象中

玩得尽兴。因为是雪场开板日，票价很低，导

致雪场异常拥挤，排队取雪具、排队上魔毯、

排队滑下坡、排队上厕所……“似乎到处都

验证着‘便宜没好货’。”李梦云懊恼地说。

“可能滑雪的人太多，雪质非常差，戳

起来硬邦邦的，下午太阳出来，又变成了冰

沙，摔倒坐下去一屁股水。”李梦云回忆道，

“在缆车下车点，有一个短而急促的坡，人

太多了，工作人员也顾不上提醒，除了明显

的老手以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摔，有直接摔

在地上的，有无法减速摔进网兜里的，还有

在网兜里没来得及站起来就又被后面的人

摁倒的，场面一度十分混乱。”

“人太多了，滑雪时一直想的都是怎么

不撞到别人，也不被别人撞，滑得非常不尽

兴。”回家之后，李梦云退掉了余下的 29张
雪票，打算重新找找北京周边合适的滑雪

场，“其实也可以理解，开板日加周末，人多

很正常，可是很显然这家滑雪场接待了超

出他们能力范围的游客”。

今年以来，为迎接“最热滑雪季”，各地

滑雪场纷纷对自家设施配套进行升级：张

家口崇礼富龙滑雪场将雪场的储物柜全部

更换为智能储物柜，缩短储物服务流程，提

高便捷度；崇礼万龙滑雪场增设多条低难

度的树林野雪路线，以满足滑雪新手的体

验需求；北京军都山滑雪场新雪季增加了

雪道安全员数量；阿勒泰地区增加了车辆

投入雪场交通，提高广大滑雪者出行便利

性；吉林万科松花湖雪场等多家滑雪场还

开始启动或推进与快递物流平台的合作，

探讨在雪具运输方面开辟专线寄递业务。

网上随处可见的“穷滑”分享贴与半价雪

票让滑雪从“小众”走向“大众”。可随着滑雪

市场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走进滑雪场，

一些由人多引发的滑雪问题也亟待解决。

“滑雪场人多并且教练课时费太贵，有

许多新手倾向于在网上找教练。”在雪场

上，余小东发现很多没有资格证书的人也

在教滑雪。李梦云同样看到一些教练在教

滑雪时连雪板都没上，只是从头到尾扶着

学员，“感觉很不正规”。

有 4 年雪龄的孟瑾谈到，即使是雪场

的教练，质量往往也良莠不齐。据她所知，

在滑雪旺季，滑雪场对教练的需求旺盛，一

些雪场会与体校签订协议，聘请体校学生

做教练，同样按照雪场正式教练收费。

除了滑雪场内部的管理问题，滑雪场

之外，也有诸多不便。

11月初，孟瑾跟朋友在阿勒泰可可托

海滑雪场附近租了一套三室一厅的房子，

打算长期滑雪。“我买了‘泰滑卡’，阿勒泰

地区的将军山、可可托海、吉克普林、青格

里狼山这几家滑雪场都可以滑，政府也在

努力改善出行条件为雪友提供便利。这边

的滑雪条件好，风景很美，从纯滑雪角度来

说非常推荐。”

可随着滑雪的人逐渐增多，生活成本

也水涨船高。“我跟 3 个朋友一起合租，每

人需平摊 1800 元/月的房租，这个价格已

经堪比北京东五环了。”孟瑾说。

余小东在雪友群看到有雪友在网上租

到了虚假房源，给房东付了钱，到了后不是

找不到人就是货不对板，还有房东在退租

时拒退押金。余小东告诉记者：“很多雪友

报警后，警察都是按照经济纠纷来处理，想

要解决就得去法院起诉，但说来说去也就

几千元，根本不值得花费时间成本。”

除此之外，余小东和雪友在交流中发

现，许多滑雪场周边的配套设施并不是很健

全。孟瑾说：“比如餐馆菜品的价格被哄抬得

虚高，所以我们都是自己买菜回出租屋做，

并不是很方便。”不少网友发帖表示：“国内许

多滑雪场与景区周边都存在类似的问题。”

“这些都是比较细节的事情，却非常影

响滑雪的整体体验。”余小东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如果能有专门的机构帮雪友

处理这些因滑雪产生的琐事纠纷就好了”。

愿意为更优质的服务与体验买单

余小东在网上发帖分享自己“穷滑”装备

清单及费用后，却被部分网友吐槽，“都去滑雪

了，还宣传什么穷滑啊！真正的穷人连滑一天

的雪票都买不起，长期滑雪的没有穷人”。

购买滑雪装备的消费群体首先大多是

希望能够长期滑雪的，经济实力一般较强，

史加一根据自己的观察说：“如果长期滑

雪，或者说去比较远的室外滑雪场，还是挺

需要经济实力的。”

余小东回复网友：“我说的‘穷’是一种

相对概念，是能省则省。”在他看来，以前滑

雪运动整体参与成本很高，但随着冰雪运

动的普及，滑雪的门槛在逐渐降低，完全可

以通过较低成本收获同样的滑雪乐趣。

史加一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解释滑

雪爱好者的这一心理，“其实可以看作消费

者更加趋于理性，他们并不是什么都不买，

而是不再被营销忽悠着买”。

今年，孟瑾在购买设备时感觉滑雪设

备溢价严重的情况好了许多，“前两年受到

冬奥会的带动，很多人都参与进来，也让设

备价格涨了上去。今年感觉大家逐渐回归

理性，不再盲目跟风，更加看重性价比了”。

“我并不赞同‘穷滑’这个说法，这个词

太消费主义了。”孟瑾说。

“阿勒泰被称为人类滑雪起源地，早期

的人们踩着一块门板、木板就去滑雪了。除

了专业滑雪运动员，对普通人来说，设备没

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保证基本的性能，

上万元的雪具雪服和几千、几百元的雪具

雪服没有太大区别。”孟瑾告诉中青报·中

青网记者，“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内消费，

不用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

在北京工作的田园告诉中青报·中青

网记者，自己周围的雪友滑雪都很注重性

价比，可能会省路费、拼房、自备食物，大家

愿意把钱花在更有价值的地方，去购买必

需的装备，去提升自身的滑雪技术。

在澳门上大学的李淇淏认为，愿意为

滑雪装备溢价埋单的人更多是想要满足自

己的情绪价值和情感需求。但他更加追求

性价比，更加看重多元的服务和体验。

“省下不必要的开支，可以为更好的服

务与体验埋单。”李淇淏学的是旅游管理专

业，一直都很想去新疆旅游。“去年，我的两门

课程作业都是关于阿勒泰的。”李淇淏说，“放

寒假，我想跟好朋友一起从乌鲁木齐一路玩

到阿勒泰再滑雪，感受当地的美食、文化。滑

雪+旅游，一次旅游，双倍快乐”。

阿勒泰旅游宣传负责人告诉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自 12月至明年 2月，阿勒泰将

在各大雪场举办各类活动，例如举办可可

托海跨年篝火电音节、阿勒泰市第十八届

人类滑雪起源地纪念日庆典活动、布尔津

县第八届雾凇节、福海县第十七届乌伦古

湖冬捕文化旅游节等，欢迎广大青年来阿

勒泰滑雪、游玩。

滑雪是中产才消费得起的运动吗？前

国家队滑雪运动员周锐峰告诉记者，近年

来，国家一直在推广冰雪运动，随着大家经

济状况越来越好，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尝试

滑雪。如何让初滑者爱上滑雪、留在雪上，

而不是拍照、打卡后走人，让“三亿人参与

冰雪运动”的愿望更好实现，还需政府部

门、雪场、滑雪者以及各方共同努力。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梦云、孟瑾为化名）

在最热滑雪季“穷滑”这届年轻人主打性价比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夏 瑾

贵州“村超”用足球激情焕发乡村精

神，多方位展示贵州乡村振兴、民俗民风、

文旅融合和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丰硕成果；

云南打造“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IP，强势

出圈，用情感连接大众；共青团“青耘中国”

直播助农活动，引导广大乡村青年运用电商

直播等方式助力乡村农产品上行，带动农民

增收致富……在 12月 16日举办的 2023年中

国公共关系发展大会上，《贵州“村超”，足球

激情焕发乡村新生》《云南倾情打造“有一

种叫云南的生活”省级 IP》《华扬创想打造

亚运主题宣传片，以杭州之韵展大国风采》

《共青团“青耘中国”直播助农，为乡村振兴

插上互联网翅膀》等案例经过多轮次遴选，

最终成为年度公共关系优秀案例。

在乡村体育的乐子里找
到乡村振兴的路子

今年 5月 13日，贵州榕江（三宝侗寨）

和美乡村足球超级联赛在城北新区体育馆

开幕，火热的现场氛围、精彩的民俗表演、

地道的特色美食和接地气的办赛风格迅速

走红全网、火爆出圈，被网友形象地称为

“村超”。持续火爆的“村超”获得了中央及

地方主流媒体大力报道，国家级主流媒体

刊播稿件超 530 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

文点赞，向世界推介贵州“村超”，称“这是

伟大的比赛”。据统计，联赛两个半月期间，

网络直播观看累计超过 6 亿人次，短视频

平台相关视频播放量突破 480亿。5月至 10
月，抖音“村超”相关话题播放量超 130 亿
次，18.5万人次参与话题内容创作，榕江县

抖音打卡量同比增长 388倍。

赛事的举办带动了旅游业、餐饮业等

相关产业的发展。贵州“村超”举办期间，榕

江县累计接待游客 520 万人次，实现旅游

综合收入近 60亿元。西江千户苗寨所在地

雷山县酒旅订单同比增 5 倍，黎平县酒旅

订单同比增 16倍。

贵州“乡村足球联赛”作为 2023 年现

象级传播爆款，其火爆“出圈”的背后也是

一场成功的政府公关范例。“村超”像一个

“万花筒”，多方位展示了贵州乡村振兴、乡

村体育、民俗民风、文旅融合和基层治理现

代化的丰硕成果。

贵州“村超”火爆的秘密是什么？用贵

州“村超”传播总策划、榕江县政府新媒体

电商总顾问阳章伟的话说，“村超”在传播

上“ 走 了 一 条 别 人 从 来 没 有 走 过 的 路

线”——从未开过新闻发布会，也没有领导

出面讲过一句话，把舞台完全交给老百姓。

阳章伟向记者坦言，在“村超”之前，榕

江县已经尝试过 5次县域城市 IP 的塑造，

然而都没能成功。“榕江是全国最后一批脱

贫的县，如果想要弯道超车，就要闯新路。”

阳章伟说。

榕江县的资源优势是有 80 年历史的

足球联赛资源和 16 个少数民族的文化资

源，在赛事期间，各民族村的村民自发组织

起来，身着盛装、用歌舞表演为球队加油，

并端出各种特色美食招待外地游客，不仅

点燃了大家对足球的热情，还用古老神秘

的民族文化感染了来自各地的游客。榕江

县近两年来在实行新媒体助力乡村振兴计

划的过程中，培养了 1.28万名村寨代言人，

他们成为此次“村超”推广的主力军。此外，

榕江县还引导全民参与，通过新媒体手段

在各大平台推广“村超”。

为调动百姓积极性，榕江县委政府发

动全县人讨论“我能为村超做点啥”“我能

为守护村超做点啥”“我能为营造村超氛围

做点啥”，让每一个人都成为“村超”的主人

公。榕江县委政府还成立了 16个服务保障

小组，保障赛事的安全和出彩，并按照“只

见服务不见人”的原则，充分尊重人民群众

的主创精神，把舞台交给老百姓。

阳章伟介绍，每个榕江的老百姓都会

觉得“村超”的成功与自己有关，因为每个

人都在“村超”中找到了自己的定位——要

么在球场上踢球，要么当拉拉队表演，要么

在摊位经营，要么在接待游客。榕江县 38.5
万居民中，有 3.5万人参与了节目演出，表演

的内容就是他们过节时在村寨里表演的内

容，甚至都不需要彩排。网友们特别喜欢“村

超”的节目，因为它是平常生活中原本就有

的东西，“村超”的另一个独特之处是球场内

没有商业广告，却展示了贵州的民族文化、

非遗文化和美食文化。“足球只是一个媒介，

我们的核心还是要推广文化。”阳章伟说。

目前，“村超”作为文化传播品牌已初显

成效，累计与 20余家企业达成“村超”品牌合

作。阳章伟告诉记者，“村超”品牌赚的每分钱

全部取之于民，反哺于民。51%的收益用于

250个村集体经济发展，49%的收益用于乡村

体育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各种赛事的举办。

“‘村超’的意义就是在乡村体育的乐子里找

到了乡村振兴的路子。”阳章伟说。

发挥年轻的力量

千幅丝绸，绣绘杭州“体育亚运”故事；

见“纸”如面，共赴“智能城市”之旅；金石印

章，刻画亚运温暖“印记”……杭州亚运会

开幕式前夕，以“新亚运、杭州韵”为主题的

3个宣传短片陆续上线，迅速引爆网络。据

统计，宣传片线上播放量破 1亿，微博话题

两天内阅读量超 2700万，17个国家和地区

的媒体转发、报道，国内外 11 个社交平台

进行了传播。

宣传片火爆的背后，是华扬联众国际

公关团队的精心策划与跨界传播。华扬联

众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苏同分享，经过多

次讨论，团队确定了以中国符号和杭州符

号作为出发点，将丝绸、剪纸、印章、汉字以

定格动画的形式进行艺术加工，做成跨文

化传播产品，拍摄以运动、城市、人文 3 个
视角诠释“新亚运、杭州韵”的主题系列短

片。“我们放弃了讲一个有温度故事的思

路，而选择了文化城市产品的艺术碎片，让

人们可以从中发现自己感兴趣的中国之

美、杭州之美。”苏同说。

苏同认为，此次团队能够高质量完成杭

州亚运会公共关系服务，离不开团队里年轻

人的力量。“Z世代是不可忽视的力量，世界

在发展，年轻人永远是生力军。”苏同说。

华扬联众的前方团队由年轻人组成，

他们让人们看到了电竞比赛的火热，看到

了赛场背景音乐（BGM）的出圈；他们大胆

设置了钱塘观潮、亚运美学等媒体采风线

路，使之从 100多条官方线路中脱颖而出，

成为最受国内外记者欢迎的路线。在往返

大巴车上，这些年轻人带领各国记者演唱

各自国家的歌曲，讲现学到的杭州故事，让

一次普通采风变得像团建一样难忘。

年轻的力量在《共青团“青耘中国”直

播助农，为乡村振兴插上互联网翅膀》案例

中也得到了充分展示。直播助农 8000 余

场，累计助农产品销售超 10亿元……这是

由共青团中央青年发展部主办、中国青年

报社承办的“共青团‘青耘中国’直播助农

活动”的助农“成绩单”。

活动在各级团组织和青年公益主播的

广泛参与下，引导广大乡村青年运用电商、

直播等方式，助力乡村农产品上行、带动农

民增收致富，通过对数字化传播的灵活应

用，让农产品“好货有好价”。

截至目前，“青耘中国”直播助农活动

已累计开展 8000余场，累计助农产品销售

超 10亿元，农民增收明显。中科院院士、奥

运冠军、农村致富带头人、文艺工作者等社

会知名人士为活动寄语。共青团中央微博

号、微信公众号发布活动信息，中国青年报

融媒体平台跟进活动宣传预热及重要时段

转播。活动全网曝光量超 20 亿，受到社会

广泛关注与热议。

“共情”“共鸣”和“共振”

今年 3 月，云南省委书记王宁通过人

民网致信网友，欢迎大家来体验“有一种叫

云南的生活”，引发热议。不到一周，相关内

容全网阅读量突破 2.7亿。云南省委宣传部

及时响应、顺势而为，将“有一种叫云南的

生活”从网络热词打造为百亿流量的云南

IP，截至 12月 3日 11时，全网有关“有一种

叫云南的生活”信息超 115万条，阅读量超

210亿次，引领了旅游新时尚。

云南省委宣传部传播管理处处长李新

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介绍，“有一种叫云

南的生活”从破圈到出圈、从爆红到长红，

是因为实现了“共情”“共鸣”和“共振”。

李新介绍，“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落

脚点在“生活”，它表达的理念是，云南不仅

仅是一个旅游目的地，更是一种值得去体

验、去感受的生活，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所有人共同的追求，因此能引起共鸣。

同时，“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还为每

一个参与者提供了无限的表达空间，云南

省通过#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系列互动

话题的运维和系列短视频征集大赛等网

络活动，广泛调动自媒体、网红、普通网

民等多元主体参与，充分发挥了广大人

民群众在云南形象塑造和国际传播中的

主体作用。

此外，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传播

过程中，短视频发挥了重要的扩散加速器

和升温助推器作用。短视频的直观性和生

动性让人们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云南的独特

魅力，短视频传播的互动性和参与性让大

众在观看短视频的同时，也参与到创作和

传播过程中。

如何做好一个文旅产品的传播，讲好

品牌故事？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周庆安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

表示，传播的核心要点是建立与公众的强

连接关系，“如果一个品牌养在深闺，跟老

百姓之间没有关系，不能让大家参与和体

验，是行不通的”。同时，要善于使用新媒体

手段进行推广，利用新媒体和多元化媒介

平台做展示。此外，还要注重消费者的体

验。“老百姓讲在旅游中的获得感、讲自己

体验的故事，是一个城市最生动的注脚。”

周庆安说。

中国公共关系协会副会长、中国传媒

大学国家公共关系与战略传播研究院院长

董关鹏认为，内容传播要“以事实为底座，

靠情感来提升，用价值来点亮”，也就是在

传播事实的基础上，还要赋予丰富多彩的

文化表现形式，才能满足受众的心理需求。

此外，董关鹏认为，传播方式也要从批

发式传播向零售式传播和沉浸式传播转

变，不要把一篇同样的通稿发给所有媒体，

而是向不同媒体展示不同的角度，讲述不

同的故事。“海量信息为特色的时代，要变

成一个‘话痨’，一个讲话的永动机，要

有说不尽的好故事。”董关鹏说。

年度公共关系优秀案例公布——

现象级文旅 IP是怎样火爆“出圈”的

12月 9日，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区太舞滑雪小镇，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在滑雪场体验雪上项目。 视觉中国供图

贵州“村超”赛场节目展演。 山呷呷供图

2023年 1月 23日，北京，圆明园遗址公园，

专业的滑冰表演者在圆明园福海冰场上演绎皇

家“冰嬉”，带游客穿越古今，感受清朝皇家冰上

活动的盛大景象。 视觉中国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