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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景德镇市陶瓷直播电商年交易额达 70亿元至 75亿元—

千 年 窑 火 越 烧 越 旺
本报记者 郭静原

近年来，随着传统文化“回

归热”，国潮国货当道，陶瓷赢得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青睐，大众消

费热情持续升温，拥有深厚文化

底蕴、超凡匠人工艺和丰富艺术

创意的景德镇陶瓷蓄势奋起，正

重 新 擦 亮“ 千 年 瓷 都 ”的 金 字

招牌。

福建安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带来“运动中旅游、旅游中娱乐”新体验—

龙 门 镇 摆 起“ 龙 门 阵 ”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薛志伟薛志伟

当北方已是冰天雪地，冬日的闽南

却依然绿意盎然，生机勃勃。206 省道厦

门到安溪段车辆穿梭不息，时不时有摩

托车队轰鸣着飞驰而过，也会有全副武

装的自行车爱好者奋力骑行。

位于 206 省道旁的志闽旅游区属于

福建省安溪县龙门镇，处在厦门和安溪

交界处。山清水秀的自然风光，优越的

地理位置，便捷的交通条件，使这里成为

闽南金三角得天独厚的生态旅游腹地。

旅游区负责人叶明东告诉记者，除志闽

拓展基地外，这里还建成了桫椤谷风景

区和大龙门自然景区，借助各类水上、陆

地运动项目，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体育文

化 旅 游 区 ，为 广 大 游 客 带 来“ 运 动 中 旅

游、旅游中娱乐”的全新体验。

大龙门自然景区有备受年轻人青睐

的“ 激 情 漂 流 ”、丛 林 野 战 、天 然 岩 壁 攀

岩、野外生存等多种运动项目。这里的

漂流总落差达 100 多米，加之气候温暖湿

润，总漂流期长达大半年之久，吸引了全

国各地的漂流爱好者纷纷前来体验。“这

里风景秀丽，水质又好，11 月居然还可以

漂流，真是太好玩了！”来自江苏苏州的

游客陈海东说。

“ 志 闽 旅 游 区 目 前 已 开 展 攀 岩 、野

战 、漂 流 、登 山 、露 营 等 众 多 活 动 ，形 成

了 以 户 外 运 动 为 主 体 的 旅 游 休 闲 产

业 。”叶 明 东 说 ，依 托 这 些 项 目 ，旅 游 区

还 配 套 了 完 善 的 餐 饮 、住 宿 、研 学 等 设

施 ，成 为 闽 南 地 区 知 名 的 休 闲 旅 游 目

的地。

据了解，早在 1999 年，志闽（安溪）旅

游开发有限公司就在龙门镇投资建设集

户外运动、拓展训练、休闲旅游等为一体

的综合型基地。此后，“国家体育产业示

范单位”“中汽联第一批自驾运动营地”

“省体育旅游示范区”“省一类露营地”等

荣 誉 纷 至 沓 来 ，年 接 待 游 客 达 10 多 万

人次。

“龙门镇地势地貌多样，特别适合开

展铁人三项、登山、定向越野、河道汽车

赛等极限运动比赛。”龙门镇党委宣传委

员章财根介绍，2017 年 5 月，国家体育总

局公布首批 96 个运动休闲特色小镇试点

项目名单，安溪县龙门镇成为泉州市唯

一的国字号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借此东

风，龙门镇摆起了户外运动拉动乡村旅

游的“龙门阵”，安溪县也插上了“体育+

旅游”助力经济发展的翅膀。

近年来，安溪利用泉州生态腹地和

厦门“后花园”的优势，大力推动文化、体

育、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尤其是运动休闲

消费有效促进了“体育+文旅”发展，为乡

村 振 兴 注 入 了 强 大 动 力 。 今 年 前 三 季

度，安溪共接待国内游客 517.75 万人次，

同 比 增 长 44.2% ；实 现 旅 游 总 收 入 55.26

亿元，同比增长 55.9%。

“安溪把绿水青山转化为旅游资源，

发展特色运动休闲产业，持续提升运动

旅游品牌知名度，促进体育消费升级，使

运动休闲产业逐步成为带动安溪发展、

拉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安溪县文化

体育和旅游局局长林清杰说。 本版编辑 康琼艳 美 编 王墨晗

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开始，小作坊粗

制滥造的伪劣艺术瓷横行市场，不仅使景德

镇陶瓷声誉受到严重损害，还影响了艺术家

们的创作热情。一些企业为了追求短期利

益，肆意模仿抄袭，“大师瓷”的价格泡沫一

度疯长，本末倒置以一纸证书代表一件瓷器

的品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文化内涵，曾经

“白如玉、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的景德镇

陶瓷渐渐不再受人追捧。

如今，互联网加快了人们对产品创新的

诉求，钟情于新潮和时尚的年轻一代逐步成

长为市场的消费主体，缺少整体创新的陶瓷

产品失去生存空间，强调文化价值、兼顾使

用价值、丰富个性体验、坚守品质初心、保留

传统工艺的日用瓷，恰恰迎合了这批消费者

的需求，景德镇陶瓷开始成为新国货的中坚

力量。

经历低谷后的蜕变重生，景德镇陶瓷深

刻诠释出，在尊重和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技艺

的同时，还要善于挖掘和发展其中丰富的文

化内涵，以无形文化创造出有形价值，研发

出传统文化元素突出、符合时代审美、贴近

公众实际需要的文化创意产品。不断满足

大众日益增长的文化消费诉求，更好地构建

文 化 认 同 感 ，才 能 让 更 多 国 潮 经 典 持 续

涌现。

如何把厚重的传统文化资源利用好、配

置好、开发好，转化为产业发展优势？

要充分挖掘景德镇陶瓷的品牌价值，完

善文化产业发展机制，做好创意产业的文章，形成自身特色和竞争

优势；做强以龙头企业为引领的陶瓷文化产业集群，走集约化发展

道路，形成具有联动效应的文化产业带；凭借陶瓷产业发展优势吸

引并培养大批优秀的工艺美术人才，完善扶持陶瓷文化产业发展

的配套政策措施，激发人才创新创业热情，使人才效应得到最大程

度发挥。

要充分认识景德镇陶瓷的无形文化价值与魅力。在寻找传统

产业破局之路上，景德镇已与故宫文创、敦煌博物院等文创巨擘，

以及泡泡玛特等知名企业强强联手，围绕“超级 IP+陶瓷”内核，重

构陶瓷商业新生态，并通过数字经济与文化创意相结合的新商业

模式，撬动景德镇传统制瓷技艺与创新产品的升级变革，使陶瓷消

费焕发出新生机。深挖景德镇陶瓷的无形文化价值，集智打造新

产品、新品牌、新形象，满足消费者多样化的需求，相信“千年瓷都”

的窑火将越烧越旺。

深赋文化韵味

郭静原

流量汇聚创意街

夜幕降临，景德镇凤凰山下的陶溪川

文创街区被灯光勾勒出金色线条，百米长

街依次铺开一米见方的展示台，用陶瓷制

作的冰箱贴、卡通摆件、吊坠手链等一件

件生动有趣的陶瓷产品形成别样风景线。

在一处摊位，图案不一、造型各异的

玲珑瓷茶杯在光照下晶莹剔透，吸引了众

多前来询价和购买的游客。“夜市给了创

业者展示的机会，也让更多人认识和喜欢

我们的创意作品，一晚上卖出三四十套不

成问题。”摊主郑昀说。

2019 年底，在外打工的郑昀回到家

乡景德镇开始陶瓷创业，创办了“云间玲

珑”工作室。“传统玲珑瓷大多出现在青

花纹样的餐具中，且透光的孔眼形状单

一，我们创业要是还一成不变，那就没意

思了。”郑昀告诉记者，通过把孔眼雕刻

成不规则、有设计巧思的图案，并配合新

颖的古风彩绘，他制作的玲珑瓷茶杯经

常让人眼前一亮。“大家越来越追求精致

的生活，有创意、有趣味的产品更加能赢

得受众。”郑昀说。

每一件作品寻求知音的背后，都离

不开平台的支持。景德镇陶瓷文化旅游

发展集团董事长刘子力介绍，陶溪川由

老厂房改造而成，工业遗产摇身一变成

为开放的“双创”空间和文化创意街区。

创意集市每周五、六晚开市，从 2016 年启

动 时 的 55 个 摊 位 发 展 到 如 今 每 周 有 近

2000 个 摊 位 。 为 了 给 消 费 者 展 现 更 多

元、更新鲜的陶瓷商品，每月还要重新报

名和筛选摊位。

“这只雨花石冰梅杯是出自春风祥

玉的新品，大家看杯子的冰梅花纹，混水

浓淡相宜⋯⋯”在位于陶溪川 LIVE 直播

基地里的墨舍直播间，主播墨墨在镜头

前轻车熟路地介绍着产品工艺、图案和

寓意，讲述着一件件手工茶器背后的故

事，拉近了观众和器物之间的距离。

去年 6 月，看准直播商机的墨墨第一

时间入驻直播基地，销售来自景德镇 50 多

个知名窑口的手工陶瓷产品。凭借丰富

的陶瓷知识和幽默风趣的风格，她迅速积

累了一批粉丝，直播最晚要持续到凌晨 3

点，月销售额平均 2000 多万元，成为陶瓷

直播带货领域的头部主播。

“经过一年多发展，直播带货已经成

为 景 德

镇 陶 瓷 发 展

的 大 趋 势 。”陶

溪 川 LIVE 直 播

基地负责人刘宁

说 ，直 播 基 地 于

2020 年 7 月正式启

动，截至今年 9 月，

完成 2500 余家商户

入 驻 ，累 计 线 上 带 货

27.8 亿元，不仅拓展了陶瓷

线上交易渠道，促进了陶瓷生产

及贸易，也极大地展示和传播了“千

年瓷都”景德镇的陶瓷文化。

飞入寻常百姓家

集市摆摊有温度，电商直播能吸睛，

当陶瓷手艺人汇聚在一起，总能碰撞出新

的流量密码。那么，陶瓷领域的老牌国企

又能否满足消费者的期待？

走进位于景德镇陶瓷工业园区的红

叶陶瓷展销大厅，记者碰到从浙江金华自

驾来景德镇游玩购的李玉楠一家。“8 年

前，我结婚时买了一整套红叶品牌吉祥如

意主题的餐具，每次吃饭，都得到家人朋

友的一致称赞。这次路过实体店逛逛，没

想到种类和样式这么丰富，看得我眼花缭

乱，看啥都想买。”李玉楠说。

陶瓷市场竞争激烈。作为率先荣获

日用瓷“中国驰名商标”的红叶陶瓷，如何

突破发展瓶颈，赢得顾客认可与信赖？在

景德镇陶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

邢浩看来，消费者有自己的美学主张，并

非简单盲目地支持“国潮”。“譬如，年轻人

偏好北欧简约风的餐具、茶具套组，我们

就以景德镇优势工艺为基础，结合时下流

行的简约美学，大胆创新实践，推出一系

列红色主题陶瓷产品，很受年轻人喜爱。”

不仅如此，消费者更加注重消费体验

和售后服务，陶瓷也不例外。“过去‘以产

定销’的模式走不通了，我们积极布局网

络平台建设，尝试直播带货，线上线下都

配备‘贴心管家’服务，只要顾客提出想法

和诉求，贴心管家都能给出陶瓷产品搭配

建议。”邢浩认为，营销端的电子商务化就

是用亲民的价格和“私人定制”式的服务

持续完善陶瓷产品在线上线下的无缝对

接，满足用户个性化消费需求，打破“电商

销售都是低劣货”的固有观念。

坚持创新引领，才能积蓄品牌自身

的亲和力。红叶陶瓷坚持研制和生产以

釉中彩装饰为主的日用瓷，不用担忧陶瓷

产品含铅镉等有害成分；研发投入占销售

收入的

7% ，尽 可 能 多 地 吸 纳

年 轻 力 量 ，不 断 优 化 原 料 配

方，设计更多符合现代审美、传统

与 时 尚 紧 密 融 合 的 花 面 和 器 型 ；

展 销 大 厅 特 设“ 单 品 陶 瓷 超 市 区 ”，

一改传统陶瓷餐具只能成套购买的僵化

模式⋯⋯

“瓷器不能只是少数人家里赏玩的摆

件，应该为百姓生活服务，我们通过延展

陶瓷产品的文化深度，拉近日用瓷与艺术

瓷之间的价格差距，让它成为人人都能欣

赏和消费的载体。”邢浩说。

重构产业新生态

作为“千年瓷都”，陶瓷几乎与景德镇

每家每户息息相关。景德镇陶瓷协会秘书

长许雷表示，据协会不完全统计，常住人口

仅 161 万人的景德镇，拥有陶瓷及陶瓷相

关生产企业近 7000 家。然而，有好的产品

却卖不出去，是很多企业共同的困境。

许雷认为，传承工艺与匠人品质是景

德镇陶瓷产业的突出优势，但是缺乏快速

的市场应变能力和品牌打造能力。如何

利用自身传统文化和技艺优势开发更多

符合主流年轻消费群体的新产品、开拓更

多内销新场景，是当前景德镇陶瓷产业面

临的课题。

各路电商直播已闻风而动，景德镇国

控集团与北京快手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打

造快手景德镇创新发展中心，景德镇陶瓷

集团与天猫携手打造“国瓷馆·天猫直播

基地”⋯⋯电商直播改变了景德镇陶瓷产

业生态，让景德镇在互联网数字化的浪潮

下 再 现“ 器 成 天 下

走”。据统计，全市陶瓷直

播电商年交易额达 70 亿元至 75 亿元，占

全国陶瓷直播电商交易量的 70%左右。

前不久，在 2021 中国景德镇国际陶

瓷博览会期间，景德镇洛客谷·全球陶瓷

产品创新中心正式启动。洛可可创新设

计集团总裁李毅超表示，创新中心能够

在陶瓷设计过程中，引入数字化标签、大

数据等方式，把需求侧数据传递给创造

侧，方便生产者了解买方的个性化需求，

为艺术创作提供参考，打造稳定长效发

展的陶瓷产品，从而优化整个陶瓷市场

的交易秩序。

不只是器物，景德镇陶瓷还在融合

发展中孕育新商机。陶瓷文化研学游用

研究与旅行融合的方式，成为旅游新热

点。全市各类陶瓷研学基地建设如火如

荼 ，各 景 区 以 多 种 形 式 开 放 研 学 资 源 。

位于三宝国际瓷谷内的国家级占绍林技

能大师工作室，就与全国 70 多所大专院

校和上百所艺术培训机构开展合作，每

年接待研学游客 3 万多人次。新业态、新

模式层出不穷，助力陶瓷文化产业创新

发展。

在景德镇红叶陶瓷展销大

厅内，消费者正在挑选瓷器。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夜晚的陶溪川夜市，前来选购陶

瓷制品的人络绎不绝。

（资料图片）

在景德镇红叶陶瓷展销大厅内摆放的“吉祥如意”

主题餐具套组。

本报记者 郭静原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