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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

实、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

技术，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

正流行。专家认为，以“体

验经济”为核心的沉浸式产

业，以创意为主导，以技术

集成为支撑，能有效激发消

费新动能。

借助直播、短视频、社交媒体等平台，一批新老网红城市

在线上“圈粉”无数。从“8D魔幻”的重庆、网红美食众多的长

沙，到因热播电视剧走红的广东江门和云南大理，再到因烧烤

“爆红”的淄博等，不少城市凭借自身特色吸引各地游客前去

“打卡”。如何从“网红”到“长红”、将“流量”变“留量”，把线上

人气转化成发展动力，塑造真正的城市竞争力，成为社会关注

的话题。

网上中国网上中国

网络世界 责编：徐 蕾 陈菲扬 邮箱：chenfeiyang@haiwainet.cn

2023年5月26日 星期五

本报北京电（记者郁静娴） 日前，由
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指导，农业农
村部信息中心与中国农业大学在2023中国
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大会上联合发布了《农
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
研究报告（2023）》。报告遵循关键绩效指
标理念，构建了评价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
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的指标体系，从互
联网推广活跃度、关注度、美誉度、忠诚
度和市场竞争力等 5 个维度，对纳入农业
品牌精品培育计划、中国农业品牌目录和
网络销售额排名靠前的 500 个农产品区域
公用品牌进行了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监
测评估。

报告显示，当前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在互联网上的传播力取得明显进展，
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水平提升较快，在

消费者中已建立了一定的美誉度和忠诚
度。据监测评估，500个农产品区域公用品
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均值为 70.65，其
中，有 43.8%的指数值高于平均水平，有
27.8%的指数值超过75。从分类来看，茶叶
类品牌最高，均值 74.70；果品类品牌次之，
均值为72.65；食用菌类、水产类、粮油类、林
特类均值超过70。

报告指出，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培育
打造农业品牌的重要阵地和促进品牌农产
品销售的重要渠道。开展农产品区域公用
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指数研究，对推动
数字技术与农业品牌深度融合、加强电子
商务和农业品牌协同发展、持续跟踪监测
农业品牌成长状况、不断调整提升品牌打
造方式、推动农业品牌创新发展具有积极
的借鉴作用。

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提升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互联网传播影响力提升

5月22日，2023陕西“博物馆与美好生活”文博之夜系列活动在西安博物院拉开序幕。丰
富多彩的博物馆项目采用新形式、新手段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化文物资源、讲述中国故
事，吸引更多公众走进博物馆。图为游客在文博之夜活动上参观沉浸式数字流动博物馆。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旅游短视频受欢迎

从事服装行业的杭州姑娘小赵热衷旅
行，她和几个好友喜欢看短视频平台的热门
景点视频，然后愉快地结伴“打卡”，或领略独
特的自然人文景观，或感受奇妙的历史文化
习俗，或品尝令人垂涎三尺的地方特色美
食。“拍照、拍短视频，发抖音、发朋友圈，
是旅游中必做的。”她说。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前不久，一段百余名学生在江西南昌滕王阁前
集体背诵《滕王阁序》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随之，背诵《滕王阁序》即可免费游滕王阁的话
题热度不断升温，游客随手拍摄的短视频也能
成为传播爆款。

生长于互联网环境的年轻人展现了独特
的文旅消费观念，他们更注重旅游体验和由
此带来的社交话题。短视频已成为重要的传
播和表达工具，调动了游客记录和发现城市
魅力的积极性。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旅游
短视频更直观、更丰富，兼具故事性、娱乐
性。此外，游客拍的短视频中，景点和美食
往往更接地气，更能近距离体味一个城市。
另外，朋友们都喜欢去的“打卡地”，自己也去
打个卡，彼此之间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连接，

这是一种社交新形态。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

院长史宇鹏接受本报采访时说，越来越多城
市通过打造网红城市形象吸引各地游客，是
因为消费者越来越依赖互联网获取信息，这
使得城市可以在网络上以较低成本触达广大
消费者，获得更好的宣传效果。

“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人们的旅游观念
和方式也在不断变化。热门景点不再局限于
传统的景区和名胜古迹，更广泛地扩展到了
美食、文艺、时尚等各个领域。淄博烧烤在
社交媒体上的走红是一个好例子，它吸引了
一大批网友前往品尝、打卡分享。”复旦大学
中国研究院特邀副研究员刘典接受本报采访
时说，不少城市都在互联网宣传推广方面下
了功夫，通过打造城市“网红”形象，提高城
市受关注度，促进文旅发展。

放大城市的独特优势

网红城市的培育和打造，需要结合本地
资源、文化、历史、美景、美食等优势，突
出其独有特色。

刘典说，城市本身的旅游资源和特色
必须吸引人，只有这样，才能在市场竞争
中脱颖而出，受到更多人关注。例如淄博

的特色烧烤、西安的历史底蕴等，这些与
众不同的特点，让游客们产生好奇心和兴
趣，从而带动了这些城市的旅游业发展。

“被网民热议的城市不一定是传统旅游城
市，城市可以通过创新发掘地方特色和文
化，开发特色文旅产品，进而带动地方经
济的全方位发展，良好的营销策略是放大
城市特点的必要手段。”

不少城市提供新奇好玩的旅游产品，让
城市与众不同，避免与其他城市的同质化竞
争。比如，柳州开通嗦粉、夜宵美食等公交

专线，途经各螺蛳粉“网红店”、各大夜市，
还在洋紫荆花季开通“赏花专线”；南昌市打
造滕王阁 IP，逐渐形成以滕王阁风景名胜
区、南昌拌粉、瓦罐汤等为标识的城市旅游
名片；南京推陈出新，在莫愁湖景区举办以
国风雅集为特色的“非遗市集”，在达摩古洞
景区推出达摩石窟光影艺术馆，在绿博园推
出艺术展等。

在现实中，也有部分地区存在盲目跟风
现象，比如不顾自己的个性和特色，照搬引
进不倒翁表演、玻璃栈道、天空之镜、灯光

秀等“打卡”元素。“必须防止一味追逐网络即
时效应，博出位、博惊奇，尤其要防止一哄
而上、照搬照抄、名实不符。”中国人民大学
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说，每座城
市都有自身的基因，要塑造城市独有的形象
和气质。

形成产业集聚效应

“爆红”实难得，“长红”更不易。业内人士
指出，如果网红城市不能顺势而为，及时补
足城市在公共交通、道路、住宿、餐饮、城
市治理等方面的短板，“网红”效应的生命周期
可能会非常短。

加速整体旅游环境和服务的提升至关
重要。今年 3 月以来，“淄博烧烤”关键词在
各互联网平台的搜索量同比大幅增长，巨
大流量不仅为淄博当地的烧烤从业者带来
商机，也有效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当
地政府、商家、市民配合得很好，营造了
快乐和谐、互相信任的氛围，用‘人情之
美’、真诚的态度打动了游客，共同维护‘淄
博烧烤’的形象。”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
所常务副所长王曙光接受本报采访时说，
淄博市民热情、友善、好客，在交通、饮
食、住宿等方面对外来旅游者怀有善意；
商家不“宰客”，诚信自律，没有缺斤少两、
坐地起价；政府拿出诚意和行动，反应速
度很快，通过成立烧烤协会、举办烧烤节
活动、开通烧烤专列、调整公交线路、加
大市场监管力度等，为游客提供实实在在
的服务与便利。

“网红城市，不仅是在网上红的城市。一
座网红城市，如果要红得长久、守住流量，
得形成高质量的发展模式。”一位业内人士认
为，“注意力经济”时代，如何将线上流量转化
为城市核心竞争力，最终吸引人潮涌入并形
成产业集聚效应，才是城市打造“网红标签”
的最终目的。

金元浦认为，把线上流量转化为现实红
利，配套设施和公共服务要到位，还需要在
城市发展的各个环节特别是旅游升级换代上
做更细致的工作，通过新技术、新管理、新
运营的系统建设，不断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参与感及融入感。

史宇鹏说，要拿出更广的视野，把网红
城市建设与城市招商引资、营商环境建设等
内容一体通盘考虑，通过旅游服务向游客全
方位地展示城市的发展风貌；把旅游服务作
为城市的流量入口，以游客流带动人才流、
资金流，真正做到把旅游的流量密码转化为
城市的财富密码。

“享受能够参与其中的感觉”

今年“五一”期间，珠海太空中心几乎天
天爆满。游客可以沉浸式体验航天员的工
作、生活场景，通过VR、3D、4D等互动体
验项目，了解中国探月工程成就，感受科技
的魅力。

扬州的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吸引了众多年
轻的“体验者”。站上“船头”，凭栏远眺，中
国大运河的绝美风光呈现眼前。利用裸眼
3D 技术，观众可以“穿过”镇江金山寺，遥
望文峰塔，参观者蔡宇说：“这次沉浸式体验
让我对历史文化有了更深了解，希望能够通
过这样的方式打卡更多历史古迹。”

大学生张静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位于北
京前门大街的线下体验空间，在这里可以体
验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数字化与城市实
景相结合的沉浸式文化体验项目。张静说：

“现在的年轻人都很喜欢沉浸式、有创意的
文化体验项目，有参与其中的感觉。”

沉浸式体验将科技、文化历史等因素融
合起来，通过“沉浸式+数字化”的创新表
达，让更多年轻人感受“中国故事”，更积极
地抓住用户体验的脉动，开拓消费新蓝海。
复旦大学旅游学系教授沈涵说，年轻人乐于
拥抱数字产品给生活带来的巨大变化，文旅
企业应积极通过元宇宙、虚拟空间、全民共
创等为消费者提供虚实结合、共创共融的新

奇体验。
依托虚拟现实、全息投影、智能交互等

技术，沉浸式体验近年来火遍大江南北，给
人们带来更强的场景感。湖北省武汉市社科
院文化与历史研究所所长陶维兵说，融合数
字技术、光影技术、文化内容创意，塑造一
种接近真实的场景，大大增强了文化旅游的
故事性、体验性、参与性和互动性，日益成
为文旅消费创新升级和城市新消费集聚发展
的强劲动力。

升级迭代空间广阔

近年来，沉浸式业态的政策和市场环
境不断优化。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
数字化战略的意见》提出，要发展数字化文
化消费新场景，大力发展线上线下一体
化、在线在场相结合的数字化文化新体
验。《虚拟现实与行业应用融合发展行动计

划（2022—2026 年）》 提出，面向规模化与
特色化的融合应用发展目标，在工业生
产、文化旅游、融合媒体、教育培训、体
育健康、商贸创意、演艺娱乐、安全应
急、残障辅助、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虚
拟现实与行业有机融合。

在政策扶持与市场关注下，中国沉浸
式业态进入发展阶段，沉浸业态的质量和
数量均有所增长。然而，由于对呈现手
段、资金条件、空间布局要求较高，相关
沉浸式产品往往需要较长的研发和运行周
期，长远看，体验式文化消费还有迭代升级
的空间。专家认为，沉浸式体验尤其要在
加强技术、优化体验、打造品牌上下功
夫，力求推进技术与内容的进一步适配。
中国信通院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研究所高
级工程师陈曦分析认为，沉浸式体验业态
要进一步突破孤岛式、雷同化等发展瓶
颈，把“看上去很美”转向“用起来很爽”，形
成一批成规模、易推广、有产出、可盈利
的示范。

从“网红”到“长红”，将“流量”变“留量”

线上人气旺，城市竞争力更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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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山东淄博的绿水青山系列文旅产品游持续升温。图为游客打卡网红书店海岱楼钟
书阁。 孙立君摄 （人民图片）

5月24日，以“机器智联、赋能万物”为主题的第八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
经济人才峰会在浙江余姚开幕。本届峰会围绕机器人核心关键技术、数字化产业
链技术、机器人高端技术应用等重点领域，以峰会为媒，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
济融合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进行改造，推动壮大机器人产业规模能级，加速将该
地打造成为浙江省机器人产业高地。图为观众在第八届中国机器人峰会暨智能经
济人才峰会现场观看机器人弹钢琴。 胡学军摄 （人民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