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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发经济撬动内需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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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村落焕发新活力
本报记者 刘 兴

首 发 经 济 直 接 面 向 消 费

市场，是撬动消费需求扩张的

新动能。其核心特征在于“首

次”，本质是创新，例如开发新

产品、拓展新模式、发展新市

场等。这些创新型活动的“首

发”效应能够迅速吸引公众注

意力，在短时间内形成话题和

影响力，促进品牌曝光和销量

增长。

首 发 经 济 注 重 捕 捉 消 费

者尝鲜猎奇、时尚个性的消费

心理，对拉动消费需求具有重

要作用。由于首发首店直接

面向消费者，企业能够敏锐感

知消费者偏好和消费趋势变

化，从而更精准地优化生产决

策、改善产品结构、促进产业

链良性循环。生产端，通过贴

近市场的研发和设计，确保新

产品既满足当前需求又具备

前瞻性创新；流通端，高效的

供应链管理和灵活分销策略

保证商品迅速到达消费者手

中；消费端，新产品激发新的

购买欲望，带动新一轮需求。

生产、流通和消费之间形成相

互 促 进 、持 续 发 展 的 良 好 生

态 ，成 为 撬 动 内 需 扩 张 的 新

动能。

首 发 经 济 以 首 发 首 店 树

立品牌定位、展现品牌形象，

是企业品牌建设和品牌竞争

的重要内容。

消 费 者 通 过 新 颖 时 尚 和

特色差异化的首发产品体验

建立了品牌的初步印象。首

店所展现的旗舰气质和领衔

作用，则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印

象，成为品牌与消费者之间建

立信任的桥梁。有鉴于此，企

业应高度重视首发首店的打

造，积极借助人工智能和数字

技术等，强化市场调研、精准

营销推广，提供高标准服务，

确保优质的客户体验，扩大品牌影响力。同时还要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市场价值，将文化元素融

入首店设计、产品开发和服务细节中，使首发首店成为

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实现商业

与文化的双赢。

推动首发经济发展，首先要激励和保护企业的首

创精神。其次要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确保企业的研究

成果和技术开发获得法律保障，鼓励企业大胆投入资

源进行创新探索。最后要保障扶持优惠政策的稳定

性、连续性、透明度和可预见性，这将有助于企业规划

未来发展路径，持续发挥首创精神。

积极引进国际品牌的首发首店，促进推动内外资

首发经济开展良性竞争。一方面，国际品牌凭借全球

化的视野和成熟的市场运作模式，能直接提升市场整

体水平。另一方面，这种竞争可以激发国内企业的学

习动力，通过深入研究国际品牌的成功案例，借鉴其在

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客户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从而增

强自身竞争力。

各地要大力优化区域消费环境，为首发经济创造

外部条件。通过打造多元化、多层次的消费体系，引入

不同层次的品牌和国际旗舰店，通过多样的零售业态

和服务体验，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

（作者为暨南大学产业经济研究院院长、粤港澳大
湾区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中心主任）

临近元旦春节，不管走亲访友还是家庭

聚餐，都少不了买点新鲜的土特产。今年的

年货市场上出现了不少新面孔。

白、粉、橙、红、黑的五色草莓，自带玫瑰

青提香气的瑞雪苹果，皮薄肉糯的册亨糯米

蕉 ，带 有 苹 果 和 香 蕉 混 合 清 香 的 金 如 意 小

山楂⋯⋯新亮相的生鲜品不仅令人眼前一

亮 ，更 让 味 蕾 尝 到 不 一 样 的 惊 喜 。 此 外 ，

“山八珍”鲜黄精、鲜人参、鲜天麻、鲜当归、鲜

灵芝、山丹野胡萝卜、铁皮石斛、鲜牛蒡⋯⋯

这 些 可 作 为 新 鲜 滋 补 食 材 的 中 药 材 ，吃 过

的 人 并 不 多 。 通 过 电 商 平 台 产 地 直 采 、锁

鲜 空 运 ，如 今 消 费 者 在 自 家 餐 桌 上 也 能

尝到。

这些生鲜好物之前怎么没见过？神州

大地孕育的“隐藏款”土特产是如何被发掘

出来的？想买点新鲜货，价格贵不贵？去哪

里买？

“稀奇”上新

盒马和叮咚买菜今年不约而同地推出了

鲜食药材。“我们发现消费者对于稀奇古怪的

生鲜品有很强的尝鲜欲望。”盒马蔬菜采购人

员辰烨介绍，秋冬时节，平台又把目光投向了

鲜食药材。人参、当归、灵芝等药材一直被视

为高档货，但鲜食价格却相对亲民。记者在

盒马 APP 上看到，一根鲜人参、100 克鲜黄精、

一块鲜灵芝、一块鲜当归的售价基本在 10 元

至 16 元之间，普通家庭完全能够承受。

“秋冬季节天气干燥、寒冷，人们多通过

炖煮煲汤御寒、滋润身心、食养保健，鲜人参、

铁皮石斛等食材适合冬日进补。”叮咚买菜蔬

菜采购人员苗泽涛介绍，平台从吉林通化集

安市的清河镇、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产区寻找到品质出众、能稳定供应的货源，才

有机会把鲜食药材送到消费者的购物车。

“ 你 知 道 如 何 判 断 是 不 是 野 生 大 黄 鱼

吗？”一见面，一米八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联合

创始人兼市场总经理林峰把记者问住了。

“就看鱼鳍翻上来，能不能盖住眼睛。”林

峰说，“因为野生大黄鱼在活水里搏击，鱼鳍

修长有力。”

“我们的大黄鱼鱼鳍也能盖住眼睛，不用

放姜放葱，只要白水煮 5 分钟就很鲜甜。”林峰

自豪地当起了推销员。现在，这种半野生大

黄鱼在盒马、本来生活等电商平台全面上架，

根据不同的规格，一条售价 89 元至 168 元。

这意味着消费者只用野生黄鱼售价的十分之

一，就能吃到差不多品质的黄鱼。

“这种桔柚甜到皮都可以直接吃。”无锡

田园东方农业有限公司今年与各大电商平台

合作上线了金纱云桔柚。公司总经理刘辰介

绍，金纱云桔柚既有橙子的多汁、柚子的清

新、蜜橘的清甜，还像橘子一样好剥皮。

深挖加培育

隐藏款土特产的来源主要分两类，一种

是养在深闺人未识的传统品种，由于种种原

因在原产地之外寂寂无闻。

一米八海洋科技有限公司的大黄鱼就是

典型。这种大黄鱼属于岱衢族大黄鱼，其鱼

身比普通大黄鱼修长，鱼鳞光泽、肉质结实，

通体呈金黄色，被誉为黄鱼中的“贵族”。上

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过度捕捞，岱衢族大黄

鱼几近消失。

近些年来，浙江为恢复岱衢族大黄鱼种

群做了大量工作。“这种大黄鱼生长缓慢，许

多人望而却步，但我们坚持在浙江省温州市

南麂列岛海域进行低密度野化放养。”林峰介

绍，大黄鱼天天在周长 180 米、深 12 米到 15 米

的养殖箱里自由游动，更大的觅食空间让黄

鱼肉质更紧致、口感更接近野生大黄鱼。与

此同时，一米八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还通过物

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对水质、

饲料、疾病等方面的精准监控和管理，为大黄

鱼提供更优良的生长环境。

正是这样的坚持，让岱衢族大黄鱼重焕

新生。可见，有更多企业和电商平台做伯乐，

传统品种才有机会再次亮相。

另一种隐藏款则来自科研机构和企业的

全新研发，金纱云桔柚属于这类。

金纱云桔柚原名“阳光一号桔柚”，是中国

农业科学院柑橘研究所以“爱媛 28”为母本、

“春香”为父本研发的全新品种。不过，该品种

种植条件苛刻、技术门槛高，不同地域种出的

果子差距很大。经过数年的艰辛培育，今年

新品种终于上市。根据该产品瓣膜如纱、生

长于高海拔金沙江畔的特点，得名金纱云桔

柚，为消费者送上“一果三味”的独特甘甜。

此外，瑞雪苹果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赵

政阳团队选育的晚熟苹果新品种；金如意小

山 楂 由 山 东 费 县 大 门 山 山 楂 研 究 所 培 育 ，

2019 年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这些农产品

界的“新人”，不仅提升了农产品的品质与价

值，也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

打造明星产品

虽然刚亮相，但稀奇古怪的隐藏款土特

产已经得到了消费者认可。记者在叮咚买菜

APP 看到，一根 20 克的东北 3 年园参售价 9.9

元，消费者评价已超过 4000 条，反馈称可含

片、泡水、煲汤，口感不错。

在乡村振兴的大背景下，国货品牌在生

鲜领域的崛起尤为引人注目。本来生活市场

营销中心总经理张玉静表示，在消费需求推

动下，以云南蓝莓、新疆西梅等为代表的国产

生鲜食品品质显著提升，市场认知度逐渐赶

超进口商品。在神州大地找到好品、挖掘好

品、打造好品，既顺应消费者需求，也是企业

发力的方向。

成绩值得肯定，曾经的小透明想要成为

明星产品，标准化生产与供应链管理是不可

或缺的关键环节。

以“山八珍”为例，据辰烨介绍，首先要明确

鲜品的售卖标准，与基地端充分沟通，依照验收

标准把控好产品发货品质；为保证食材新鲜，还

需要按照起订量要求，制定合理的订货周期，比

如每 1 至 3 天空运到货；在此过程中，要按照产

品特性合理储存，比如石斛、人参等低温保鲜储

存，山丹野胡萝卜糖度较高，需要冷冻储存；有

的产品会失水，为保证食材新鲜，包装时需要下

铺苔藓，提供一定的环境湿度。品质就是在这

样的细节中一点点抠出来的。

刘辰很看重电商平台的作用。“头部企业

不仅能够提供稳定的供应链和兜底销量，还

能通过技术创新和市场营销等手段，推动新

品种的培育和推广。这不仅有助于提升农产

品的附加值和市场占有率，还能激发农户的

种植热情，促进农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要让中国农产品实现品牌化，还需要付

出更多的努力。林峰认为，“现阶段能够走出

国门、代表中国的农产品还比较少，不像一提

到和牛大家就能想起日本，一说三文鱼就能

想到挪威，一说奇异果就能想到新西兰”。作

为新兴的科创企业，这一代有技术、有知识背

景的新农人对未来充满信心。林峰说：“挪威

三文鱼用了 20 年时间，从一条普通的

海鱼变成一条全世界著名的鱼。我

相信，只要选对品种，紧盯高品

质，全球仅产于中国的大黄

鱼 也 有 潜 力 成 为 国 货 之

光，代表中国走向世界。”曲径通幽，青砖黛瓦⋯⋯在江西省抚州

市金溪县，竹桥古村的清晨从“吱呀”推开木

门的声响中苏醒。村中古宅经过巧妙改造，

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这座拥有百余栋

古建筑的村落，正悄然焕发新生。

“你看这个柱子，还是清代留下的！”在

一间改造成咖啡馆的古宅内，来自深圳的

游客王楠端着咖啡，轻抚雕花木柱，感受着

与历史对话的独特体验。

金溪县被誉为“一座没有围墙的古村

落博物馆”，县域内保存完好的古村落多达

128 个，其中中国传统村落 57 个、历史文化

名村 7 个。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承载着

金溪的厚重历史。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许

多古村落逐渐失去生机。如何既守住乡

愁，又让古村焕发新活力，成为金溪县面临

的重要课题。

“古村落不仅是文化遗产，更是乡村

振兴的重要资源。保护它们，不只是留住

记 忆 ，更 是 要 让 它 们 成 为 长 存 的 文 化 载

体。”金溪县古村落保护开发中心党组书

记陈旭说。

为守护这些历史瑰宝，金溪县自 2018

年起，与中国文物保护基金会合作启动“拯

救老屋行动”，筹措资金 8000 万元，对 1000

余栋濒危古建筑展开抢救性修缮。站在竹

桥古村的一座宗祠前，陈旭指着修缮前后

的对比照片说：“这座祠堂曾经破败不堪，

现在不仅修好了，还成了村里举办传统活

动的重要场所。”

2020 年，金溪县又创新推出“古村古

建筑收储托管机制”，在不改变产权的前提

下，允许投资人以古建筑经营权作抵押，申

请“古村落金融贷”。这一机制不仅解决了

古建筑保护的资金难题，也为古村落的活

化利用开辟了新路径。截至目前，金溪县

已有 2000 余栋古建筑焕发新生。

作为金溪县新生代商会会长，余少锋

始终心系家乡。他主动返乡成立文化旅游

公司，从村民手中收购民居，累计修缮了

30 多栋古建筑。这些修缮过的建筑不仅

恢复了传统风貌，还增添了功能性设计，成

为游客拍照打卡的热门地标。如今，余氏

祠堂、望溪书院等标志性建筑已成为文化

展览和文艺活动的重要场所，为竹桥村注

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金溪县也在为更多年轻人

回乡创业铺路。在河源镇河源村，年轻的

南宫琦辞去上海的工作，回到家乡将自家

祖宅改造成“南园小隐”民宿。这座民宿既

保留了木窗格、雕花梁等古建元素，又结合

现代需求，增设了舒适的客房与餐饮区，还

通过短视频平台推广田园风光和家乡美

食。“现在假期基本满房，许多游客是被我

拍的短视频吸引来的。”南宫琦说。

为进一步激发古村发展活力，金溪县

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包括文创项目租

金减免、资金补贴等，并加快完善水、电、通

信等基础设施。如今，手工艺坊、民宿、体

验馆等新业态在各古村纷纷涌现，每逢节

假日都吸引众多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古村要传承，就要结合现代人的生活

方式，打造出让人们能够深度参与和感受

的文化场所。”金溪县文旅局局长黄武清

说。近年来，金溪县通过修旧如旧的方式，

稳步推进古街、古镇、古村落的保护与活化

利用。通过打造夜游、夜演、夜宴、夜购、夜

娱、夜宿等多元化夜间经济模式，让古村焕

发浓浓烟火气。

如今，金溪县的古村古建已然成为聚

人气、添财气的“黄金屋”。数据显示，2024

年 1 月至 11 月，金溪县共接待游客 675.35

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 49.38 亿元，同

比增长 10.74%。

在山东省枣庄滕州市鲁班天工

木艺有限公司展厅里，公司创始人、

非遗鲁班锁代表性传承人李浩展示

了一款鲁班锁的拆拼过程。在场的

游客看到散落一桌的一堆木棒又重

新拼成精巧的鲁班锁，都发出了声声

惊叹。

鲁班锁十字立体三维拼插，内部

凹凸咬合，外观严丝合缝，可拆可装，

是一种古老的益智玩具。李浩告诉

记者，鲁班锁采用的榫卯结构，是中

国古代家具和建筑上运用最多的一

种结构。滕州地区的木匠曾有以制

作一件鲁班锁为出师标准的传统。

如今，这些由一根根木条组成的鲁班

锁工艺品、旅游纪念品能卖上百甚至

上千元。目前，他们已经拥有六大系

列产品，年产值近 5000 万元。

近年来，滕州积极推进文化“两

创”，实施“一企一策”帮促培育，推动

鲁班锁产业化、文创产业集群化，将

鲁班锁设计制作纳入“山东手造·善

品滕州”品牌培育工程，大力推进“鲁

班在我家”中华传统木作文创产品研

发推广，鲁班锁先后荣获中国特色旅

游商品大赛银奖、山东省旅游商品创

新设计金奖等 50 余项荣誉。

滕州拥有市级以上非遗项目 228

项，枣庄市级以上非遗工坊 18 家。滕

州依托国家电商进农村综合示范项

目打造了“滕韵佳物”“滕味善品”两

大区域公共电商品牌，先后组织非遗

企业参加济南电商博览会、义乌电商

博览会等活动，并开展了电商企业走

进非遗企业直播活动，助力非遗产

品、老字号企业产品开展线上销售，

推动更多优质产品走向更大市场。

为持续擦亮“中华善城 现代滕

州”城市品牌，滕州不断打造特色文

化旅游品牌和墨子文化、北辛文化、

红荷湿地等文化 IP，全力推动文化资

源变成文旅产品，加快实现文旅融

合、城旅融合和生态文化融合发展，

吸引各地游客慕名而来。

紧跟文旅消费新趋势，滕州大力

构建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游览体

系，整合打造龙泉广场片区、中万国

际、保利万达等 8 处“夜滕城”文旅消

费集聚区、主题街区，积极培育地标

商圈、特色街区、滕城夜游等消费场

景，为市民、游客提供丰富的文旅消

费新体验。

地方美食，总能让人流连忘返。

“来滕州旅游，吃上本地的特色辣子

鸡才是真的不虚此行。”不少博主专

程打卡滕州，向大家推荐滕州辣子鸡

拌面。随着辣子鸡拌面爆火，众多游

客特意赶来感受滕州的美食文化。

滕州文旅市场持续火爆离不开

文旅推介官等新媒体矩阵的助力。

何炎彬就是其中一员。他利用闲暇

时间在滕州姜屯镇东滕城村创作漫

画，作品浏览量过亿次，带动“东滕城

村”地图点击量 1.4 亿次。文旅推介

官关闫喜在抖音、微信视频号等平

台为游客准备美食攻略，作品登上本

地热搜近百次。

近年来，滕州以培育本土文旅推

介官为抓手，创新宣传推广矩阵，成

功助推“打卡滕州美食”话题冲上抖

音全国热榜第一，“文旅滕州”媒体达

人线上推介活动获评“好客山东”国

内旅游宣传推广优秀案例。

目前，滕州有文旅推介官 21 人、

文旅推介团队 2 支，另有 200 余位自

媒 体 达 人 组 成 的 文 旅 宣 传 推 广 力

量。今年，滕州组织文旅推介官、自

媒体达人、文旅宣传志愿者赴莲青山

风景区、九龙湾湿地公园、北辛花海

等 A 级景区、乡村旅游点、网红打卡

地等开展集中采风活动 120 余次，运

用新媒体形态做好宣传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