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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
点节成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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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诗阳

中式糕点“逆龄生长”
本报记者 郁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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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风演艺强势出圈
本报记者 王金虎

中秋节来临，传统节日经济

效应持续显现。口味新颖的月饼

满足了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灯

会、游园等节庆活动受到欢迎，线

路丰富的短途旅行产品吸引更多

人“说走就走”⋯⋯多样化的产品

供给使节日流量变成消费增量。

传统节日对消费的带动作用

显著：为商家创造了特定时间节

点做促销，集中激发居民消费热

情，拉动零售、旅游、餐饮、文化等

多行业销售增长。消费也反过来

促进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各

行各业“点节成金”，开发利用节

日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传统文

化融入更多消费场景，找到新的

传播载体。

人们愿意在传统节日集中消

费，不仅是市场行为的结果，更是

文化、社会等因素交织影响的产

物。近年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社会氛围日渐浓厚，传统

节日的文化魅力日趋凸显。观灯

猜谜习俗、独具中国式浪漫的赏

月、阖家团圆分享月饼的美好时

光⋯⋯这些延续千年的文化基因

渗透进每个人的细胞，激发着人

们的节日消费热情，让大家主动

去寻找能够表达节日情感的产品

与服务，并在参与过程中充满文

化自豪感。

商家想让消费者愿意消费、

买得开心，就要抓住这一点做文

章，充分挖掘传统节日文化内涵、

创新营销策略。如在产品设计中

融入传统节日代表性符号，或举

办传统文化体验活动，突出产品

的文化价值，构建家庭团聚的消费场景，强化消费者与产品的情

感联结，激发更大的消费兴趣。

商家还要把握住消费新趋势。随着消费者的健康意识不断

提升，越来越多商家开发出无添加、低糖、少油的新口味月饼；消

费者讲究绿色、实用的包装材料，就多采用环保可回收材料，给

礼品包装“瘦身”；消费者注重体验感，赏灯赏月、非遗手工、汉服

妆造等消费活动就要营造沉浸式氛围⋯⋯总而言之，如今的消

费市场更愿意满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提升产品和服务附加值、

竞争力。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节日作为社会共鸣点，相关话题在网络

上的热度、传播度较高。商家要善用社交平台，带动更多消费者

分享节日活动和购物体验，增加品牌曝光度，加强与消费者的互

动，提高品牌的社会连接度，吸引潜在消费者关注。

不过也要看到，中秋消费有期短量大、市场集中的特点，容

易出现节日络绎不绝、节后门可罗雀现象。商家要将目光放得

长远一些，重在借机增强品牌文化底蕴、提升知名度与好感度，

让传统节日助力品牌持久营销。

对地方来说，在重视节日消费的同时，还要增强“留量”意

识。各地需想方设法挖掘文化资源、创新产品供给，助推特色文

化“走出去”，提高对游客的吸引力，借节日东风搅动文旅市场

“一池春水”。

中秋节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中秋经济反映出我

国消费市场的活力与潜力。各行各业讲好中秋故事，用小月饼

撬动大市场，也将推动节日经济更成熟、更持久。

夜色阑珊，活力无边。岸上非遗市集，

国风舞蹈演绎羲之神韵；河上画舫雅座，碧

水烟波纵览魏晋风华⋯⋯临近中秋节，山东

临沂市兰山区“新琅琊”不夜街区推出拜月

大典、汉服巡游、诸葛市集等丰富多彩的文

化活动，让慕名而来的游客沉浸式“穿越”古

今，欣赏琅琊夜景，感受沂蒙风韵。

“穿上汉服坐船赏月，观看全国首部东

夷和魏晋文化主题水上夜游实景演出《夜画

琅琊》，感觉一下子‘穿越’了。”游客刘艳彩

感慨。今年以来，灯火兰山“新琅琊”不夜街

区等项目累计接待游客突破 1000万人次。

在临沂地标性建筑书圣阁内，一场别开

生面的沉浸式游戏剧《琅琊风云》打破了传

统剧场的观演关系，以角色体验方式引领游

客走进魏晋年间的“琅琊世界”。“传统文化

的传播不仅要有精美的视觉效果，更需要消

费者沉浸其中、亲自参与。因此，《琅琊风

云》融合演艺、游戏、文创等多种元素，游客

参与推动剧情发展，可以获得更好的文化体

验。”《琅琊风云》沉浸式游戏剧场项目负责

人李珂平介绍。

9 月 4 日，第二十届临沂书圣文化节开

幕，艺术展览、文化研学、文创交易、文化惠

民四大板块 28 项活动同步开展。在“新琅

琊”不夜街区，书法爱好者们在巨大的月亮

模型前挥毫泼墨，在传统纸扇上题词作画，

一座书法名城浸润在浓浓的诗意和墨香当

中。“传统观景模式已经很难打动游客，我们

把传统文化、特色民俗等元素融入市集、街

区，增加沉浸式文化消费，吸引了更多年轻

人。”兰山区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正兴说。

这两天，在济宁市任城区古运河畔的

“运河记忆”历史文化街区，一场风雅热闹的

“文润任城 乐享生活”2024 运河文化市集

正在进行。30 多个古风摊位遍布街头巷

弄，再现古时市井熙攘、商贾云集的场景。

市集上既有非遗手作，也有原汁原味的地道

美食，还有山东梆子大型近代戏《竹竿巷》演

出，让游客似乎“穿越”到千百年前⋯⋯

夜幕降临，中医摊位强势“出圈”。“终于喝

上了现配的乌梅陈皮饮，酸酸甜甜，好喝又健

康。”“00后”游客侯立坤说，他准备

再去中医药特色治疗区体验一下

推拿和针灸，再买点中药香囊、

书签等文创产品送给朋友。

古 风 市 集 让 古 老 运 河

更有活力。“随着运河文化

市集开市和‘运河夜游’兴

起，目前，‘运河记忆’项目日均

接待游客达到 5000 人次至 1 万人次，

周末超过 2 万人次。”济宁运河文化旅游

开发有限公司综合部部长丁欣说。

在临清市东宛园风景区，亭台楼阁

复古风建筑配上流水、步道，使整个景

区处处彰显出古典风范。一阵锣鼓声

过后，大型互动式巡游演艺《运河喜事》正

式开演。演员身着红袍、鸣锣开道，观众

仿佛“穿越”到了古代状元高中的巡游

现场。古装独幕剧《物华天宝临清州》

让游客在演绎营造的空间里“穿越”到

明清时期的临清，了解临清的历史

与文化底蕴。“这种互动式演绎让

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获得更有品

质的文化消费新体验。”市民刘鹏飞说。

“我们特别策划了以‘汉风雅韵·中秋盛

典’为主题的中秋节系列活动，其中嫦娥奔

月演出、拜月祈福仪式等活动从神话传说中

提取文化符号，彰显中华传统文化魅力；汉

服巡游和中秋猜灯谜活动也为游客提供了

沉浸式的文化体验，激发人们对传统服饰与

习俗的好奇心和认同感。”东宛园风景区负

责人许志伟说。

近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研究制定

《关于进一步提振文旅市场的实施方案》，强

调要丰富旅游演艺产品供给，支持景区、剧

场、主题公园、园区街区、商业综合体等拓展

空间利用、丰富演出业态，打造沉浸式、体验

式、互动式精品演艺项目，培育创新性驻场

演艺和体验场景。每个国家 5A 级景区至少

打造一台精品演艺项目，鼓励国家 4A 级景

区、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旅游休

闲街区打造多元演艺项目，并将评选一批优

秀旅游演艺项目。

“称两斤蛋糕皮月饼。”中秋节前

夕，在浙江宁海县城区的一家草湖糕

点连锁店，市民王颖一进店就锁定了

购买目标。她说：“吃了很多月饼，还

是这款又新又旧的‘创新月饼’最合

胃口。”得到王颖青睐的这款月饼，刚

上市不足 3 个月，却坐稳了全店销售

榜首的位置。“老式蛋糕皮代替饼皮，

同时保留宁波传统风味馅料，牢牢抓

住了消费者的味蕾。”店员余萍一语

道破了销量背后的“秘密”。

记者进店打量，看到复古的原木

色货架、淡雅的水墨系列灯饰，再配

上“这是中国人的糕点”口号，整个店

铺透出浓浓的“国潮味”。为招徕顾

客，部分糕点的外包装也与传统文化

元素进行融合，尽显中式美学。记者

观察后发现，花生糖、杏仁酥、云片糕

等几十种传统老式糕点擅长“圈粉”

老食客；木糖醇桃酥、杂粮饼、蜂蜜蛋

糕等配料特殊的新式糕点，则迎合了

新生代消费者怕甜、怕胖的心理。短

短半个小时，余萍结算了三四单，有

些消费者一买就是一大包。“回头客

冲着味道来，新客户被美感吸引，今

年的销售额比去年预计能提升 10%

左右。谁让我们的糕点有‘内涵’又

有‘颜值’呢！”余萍说。

“老字号要守得住老味道，又要

创出新口味，必须‘逆龄生长’。”宁波

草 湖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负 责 人 孙 亚 斌

说。这家诞生于 1983 年的食品企业，

是宁海糕点市场的领军型企业之一，

已成功入选“浙江老字号”。过去一

段时间，企业生产的糕点以桃酥、芝

麻糖等经典食品为主。随着“90 后”

“00 后”成为市场消费主力，企业大胆

提出“革新糕点制作工艺”的发展理

念。“‘高龄’产品豆酥糖在减甜的同

时，加入了亚麻籽调节口味；为了让

香糕更加养胃，加入茯苓⋯⋯”孙亚

斌说，平均每年会有 30 种以上新品投

放市场，同时淘汰部分产品，从而让

“草湖”在消费者心里“长红”。

草湖食品在奋力拓展品类、升级

口味的时候，宁波老字号“大昌食品”

也在解锁“直播”新技能。

“各位亲，酥掉渣的黄精月饼、嘎

嘣脆的油煎枣，值得拥有⋯⋯”每天

中午，朝气蓬勃、能说爱笑的大昌食

品传承人郭棉棉都会在生产车间外

的直播间用手机直播，吸引粉丝线上

下单。作为宁波老字号食品品牌，如

何突破地域限制走向全国市场，成为

大昌食品遇到的新问题。“从去年开

始尝试网络直播带货，几分钟就能卖

出往年 10 多天的量。”郭棉棉表示，走

进直播间后，企业的销售数据涨得飞

快，今年有望突破 500 万元。

一家以“互联网+新零售”模式运

营的创新型企业——荃优食品有限

公司同样“拿捏”了直播卖货。荃优

食品是一家以年糕、麻糍、酥饼、月饼

等为主打产品的糕点企业。“2021 年

‘双 12’是企业首次‘触电’。”在企业

的产品展示间，负责人孙维娜讲起

3 年前的故事。她说，得益于自己的

互联网从业经验和创业积累，直播销

售数据还算亮眼。开播 1 周后，订单

额基本稳定在每天 4 万元左右。

订单从云端飞来，货品的运输、供

应却成了“痛点”。“刚开始，部分糕点

经不住长期运输，我们就换设备、找方

法，千方百计解决包装问题，改善运输

环节；产量供不上，就加班加点、搞培

训、建工厂⋯⋯”就这样，一桩桩一件

件尝试创新，反反复复见招拆招。如

今，荃优食品火了，不仅火在国内，还

火到了海外。今年，企业生产的 700

公斤特色老月饼远销澳大利亚。“一边

在产品上守正出新，一边在营销上紧

跟潮流趋势，不会因为做的是传统糕

点就固步自封。”孙维娜觉得，通过直

播可以了解当下年轻消费群体更喜欢

哪一类产品，这为企业的产品研发提

供了更准确的方向。今年，公司还推

出了可以方便食用的速食年糕、主打

养生的艾草味年糕、不含反式脂肪酸

的多肉榴莲酥等，产品矩阵持续完善，

受到消费者欢迎。

“馋的就是这口。”无论是草湖、

大昌还是荃优，这几天，宁海本土的

糕点品牌齐刷刷聚在宁海城隍庙特

色街区参与月饼市集活动，新鲜出炉

的月饼赢得众多消费者驻足购买。

市民李艳买了两桶老月饼，当场拆开

包装品尝。“传统街区+月饼，这个中

秋节有味道。”李艳说。

从传承到创新，从线上到线下，

从老字号到新网红，宁波中式糕点将

一如既往地以其独特魅力，在消费市

场中绽放出更加绚烂的光彩，成为人

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美味与回忆。

上午 9 点 30 分，“90 后”四川游客赵唯

和叶旺准时来到拉萨八廓街，准备开始拍

摄藏装写真。“好不容易来一趟西藏，一定

要拍一套当地特色服饰写真。”赵唯说，为

此，他们在网上找了拉萨几家好评颇多的

摄影店，“好多都预约满了，换了几个平台

才预订上”。

位于拉萨乃仓酒店广场的壹嘉元素摄

影店里人头攒动。店长巴梅梅介绍，最近每

天都有四五十组客人来拍摄，主要是藏装写

真或汉服写真。人太多，忙不过来，店里雇

用的化妆师和摄影师是平时的2倍到3倍。

身着藏装游西藏，旅拍一组美图，成为

不少游客的消费选择。随着中秋节临近，

藏装旅拍的人多了起来。八廓街上，每隔

几十米就有一组正在拍摄藏装写真的游

客。他们身着西藏各地特色服饰，在摄影

师的指导下不断变换姿势，尽情地享受着

旅拍带来的欢乐。

八廓街上，写有藏服写真、摄影、旅拍

等字样的店铺随处可见。曾在八廓街上第

一个经营旅拍业务的旦增多吉介绍，这些

旅 拍 店 自 2016 年 开 始 陆 续 兴 起 ，到

2022 年 左 右 实 现 爆 发 式 增 长 。 目

前，八廓街及其周边从事旅拍业务

的店铺已达 300 余家。

2023 年 7 月，为了更好

地规范旅拍市场，拉萨首个

旅 拍 行 业 协 会 成 立 。 目

前，协会共有 97 家会员，

旦 增 多 吉 担 任 协 会 秘

书长。

走进位于八廓街的岗嘎夏大

院，记者看到，消费者或正在挑选心

仪的藏式服装，或已开始化妆，或在摄影

师的引导下准备开始拍摄。在这个大院，

共有 6 家从事旅拍业务的商家，均是旅拍

协会会员。

加入协会，在营销策略、服务品质等各

个 环 节 都 有 了 约 束 ，看 起 来 是“ 添 了 麻

烦”。但旦增多吉说，现在有很多游客在了

解协会后，更愿意到会员商家拍摄消费。

整理好妆容等待拍摄的游客马英就是

如此。她和闺蜜是第一次到西藏旅游，以

前每到一个旅游目的地都要进行旅拍的她

们，也想在八廓街上来组美照。但面对众

多商家，她们犯了难，翻遍网上攻略，加上

朋友推荐，最终让她们打消顾虑的是旅拍

协会的牌子。

“ 我 们 更 相 信 有 行 业 协 会 约 束 的 商

家。”马英说，由于自己在旅拍中踩过不少

坑，更看中拍摄体验、服务和品质，特别是

到了西藏，想通过拍摄了解当地服饰文化。

八廓藏装拍摄体验基地就是一个可以

了解藏族服饰文化的窗口。2023 年 9 月，

前后开过 4 家旅拍店的旦增多吉不再满足

于传统流水线式的旅拍业务，尝试升级产

品。在八廓社区支持下，他开始在八廓街

一处古建大院筹划运营八廓藏装拍摄体验

基地。在体验基地，不仅陈列展示着西藏

7 个地市的代表性服饰，还有丰富的藏族

生活场景等布景。

来自河南的消费者张欣此前专门了

解过拉萨服饰写真，很多网红款藏装让她

一度心动。但是在体验基地里看到各地

精美的传统藏装、听了关于服饰背

后的故事后，她最终选择了传统藏

装。“感觉将厚重的历史文

化 穿 在 了 身 上 。”张 欣

说 ，“ 在 拍 摄 写 真 的 同

时 ，还 了 解 了 藏 族 服 饰

文化，值！”

身着藏装旅拍高原
本报记者 代 玲

在浙江宁海县城区的一家草湖糕点连锁店，顾客正在挑选中式糕点。

陈 俊摄（中经视觉）

游客正在拉萨八廓街进行旅拍。 本报记者 代 玲摄

在山东临沂兰山书圣阁景点，游客在非遗市集体验汉服。

李博文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