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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营销：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清明文化节让清明上河园既得了名分，又赢了市场

专家指出：旅游营销应走出低层次的“故里之争”，走向高层次的“市场之争”

清明小长假，“我们
的节日——中国（开封）
2010 清明文化节”在开封
清明上河园举办。中国邮
政集团公司发行的《清明
节》特种邮票也在清明上
河园首发。这次活动不仅
为清明上河园赢得了文化
的名分，还赢得了市场，游
客量同比增长 23%，旅游
收入同比增长20%。

还是今年清明小长
假，巩义康百万庄园游客
接待量也同比增长45%。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
有“中国最美小城”淮阳，
3月朝祖会前5天，游客量
就突破 300 万人次，实现
了文化旅游产业和庙会
经济的新跨越。

对此专家分析认为，
开封清明上河园、巩义康
百万以及淮阳太昊陵，其
旅游营销已走出了“鱼与
熊掌兼得”的新路子。这
些成功经验，值得一些还
在为“名人故里”打口水
仗的地方借鉴。

晚报记者 刘书芝/文
通讯员 李琦/图

今年清明节，中央电视台、河南卫视、深圳卫
视等众多媒体在黄金时间重点报道中国（开封）
2010清明文化节盛况，使 4月 5日开幕的清明文
化节当晚即成为今年清明节一个突出的亮点。

4月 5日，央视《新闻联播》在《清明文化——
感受传统特色》新闻中第一个推出的就是对中国
（开封）2010清明文化节盛况的报道。报道说：
“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让人们仿佛穿越时空回
到历史，今天，由中国文联、河南省政府主办的我
们的节日——中国（开封）2010 清明文化节开
幕。”电视画面中，清明上河园大门口大红拱门上
高悬着的“中国（开封）2010清明文化节”标语格
外引人注目，在通往虹桥的道路上，熙熙攘攘的人
流在装点着诸多代表大宋元素的饰物下穿行。在
另一处游乐处，人们正在兴致勃勃地玩着蹴鞠游

戏，整个画面仿佛把观众带进了历史的隧道。
当晚，央视还分别在十套和一套播出反映开封

清明文化历史渊源和开封清明节民风民俗的特别节
目《我们的节日·清明——中华长歌行》。孙晓梅、张
泽群、撒贝宁、海霞等央视著名主持人和多位影视
界名人依次在清明上河园等景观画面中亮相。

据开封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武占英介绍，此次
清明文化特别节目主要是以清明节为载体，其重
要场景都是在清明上河园景区拍摄完成。清明上
河园景区已经被中国文联、中国民协授予“中国清
明文化名园”称号。

清明上河园营销总监李琦说，借助清明文化
节的成功举办，今年清明期间，景区游客接待量增
长 23%左右。在取得社会效益的同时，也取得了
良好的经济效益。

清园上河园的眼界
事实上，以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清明节大做文

章的，绝非清明上河园一家。
就在清明上河园举办中国（开封）2010清明

文化节的同时，由中国文联、山西省人民政府和中
共山西省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中国清明（寒食）文
化节也在山西介休举行。寒食节，因纪念春秋时
期介子推而设，寒食节演化成清明节，介休也被有
关单位授予“中国寒食清明文化之乡”，绵山被授
予“中国寒食清明文化研究中心”。

而据李琦介绍，清明上河园是对宋代画家张
择端的代表作《清明上河图》复原再现的大型宋代
历史文化主题公园。从开园之初，该园就没有因
清明发源地等问题和山西方面进行口水仗，而是
竭尽全力演绎北宋时期东京梦华景象，力求使游
客能“一朝步入画卷，一日梦回千年”。其被授予

“中国清明文化名园”也是因为市场营销的成功，
获得游客的认可，进而获得国家有关部门的认可。

对此旅游营销专家认为，发展才是硬道理，这
句话用在景区营销上照样适用。清园的眼界，超
越了名分，紧盯着市场，值得赞誉。

淮阳的城市营销
近期，凡是乘火车到北京西客站的游客，一眼就

能看到来自中原小城淮阳的营销宣传。淮阳作为“羲
皇古都”，今年3月朝祖会的前5天，游客就突破了300
万人次，实现了文化旅游产业和庙会经济的新跨越。

其实同样打伏羲牌的不仅仅是淮阳，甘肃省
的天水也号称伏羲故里。也举办同样的朝祖会等
祭祀庆典。而淮阳没有陷入“伏羲故里”的“口水
战”中，而是把整个城市作为旅游营销的整体，提
出文化旅游产业的概念。淮阳县委书记任连军认
为，这种以人的智力、创意、创新等非物质性投入

为主的文化旅游产业，是拉动县域经济发展的绿
色“引擎”。继获得国家级优秀旅游强县荣誉称号
之后，目前淮阳又荣获“中国最美的小城”和中国
首批 18个“魅力小城”荣誉称号。4月 3日上午，
淮阳县又被省文化厅授予“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
产研究基地”。

康百万的豫商意识
康百万庄园在清明小长假期间，借“豫商先驱

魅力庄园”大型摄影展活动吸引了广大游客的关
注，景区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46%。举办的“放飞
梦想风筝大赛”、摄影展等游客互动活动，更是吸
引了省内外新老游客。

康百万庄园虽不存在故里之争，但也不乏商
业价值之争。

有研究者拿康百万庄园与著名的牟氏庄园、
刘文彩庄园比，还有研究者拿康百万与胡雪岩和
沈万三比，还有拿康百万为代表的豫商与徽商、晋
商、闽商等相比，要争个高低。

对此，康百万没在规模上比高低，而是在文化上
挖内涵。郑州市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精心打造的文
化品牌——36集连续剧《康百万》即将上映，编剧由河
南省作协主席李佩甫执笔，二月河、王立群、孙荪、李
玉梅等知名作家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修改和创作。

对豫商文化颇有研究的著名作家南飞雁认
为，康百万庄园的“留余”思想，是豫商的精髓，也
是河南巩义市县域经济能飞速发展的精髓，因此，
在市场经济形势下，重新挖掘康百万的“留余”精
神尤为重要。

专家分析认为，挖掘自身独特价值，与现代人
的思想意识接轨，是旅游营销中最重要的一环。
康百万庄园的营销活动，纳入郑州市政府的统一
规划中，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名分之争]
打口水仗是低层次竞争

近几年，我们见多了“名人故里”之争。
比如近期的曹操墓之争，也引发了安徽、河
北、河南三地的各自寻找陵墓之旅。一个梁
祝传说，引发了全国10多个地方相争。诸葛
亮躬耕地，在南阳和襄阳之间争论了数百
年。为争夺“李白故里”称号，甘肃、四川和湖
北三个地方争相邀请专家开座谈会。对此，
河南省旅游经济研究所所长袁绍斌教授认
为，名人之争的根源，是旅游资源之争。“名分”
是鱼，市场才是“熊掌”。这种仅仅停留在争名
分层次上的竞争，是为“鱼”的竞争，是浅层次
的竞争。挖掘独特价值、开拓市场资源，才是
更高层次的竞争，是鱼和熊掌兼得的竞争。

我省的清明上河园、康百万庄园、淮阳伏
羲故里，都已经上升到了“鱼和熊掌”兼得的
竞争层面，值得旅游营销借鉴。

像南阳的卧龙岗景区，除了打名人牌外，
鲜有大手笔的营销。西峡的恐龙化石资源，
也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当地旅游部门守着
一座宝山，需要做的文章还有很多。汝南县
的“梁祝故里”，文化搭好了台，经济和旅游的
戏也还没有正式登场……

[他山之石]
发展才是硬道理

宁波为梁祝投资10个亿
梁祝爱情故事，是中国最美丽的传说之

一。“梁祝故乡”之争有10多个地方参与。浙
江宁波、杭州、绍兴，江苏的宜兴，山东济宁，
河南汝南等四省六市先后向国家提出申报

“梁祝”为世界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宁波市近年却捷足先登，把这一承载

了千百年来人们美好愿望的故事发生地，建
成一个爱情主题旅游区，也是全国第一座大
型爱情主题公园。如今在宁波，梁祝文化公
园已经成了当地举办爱情活动、青年男女相
亲会的重要场所，成了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今年3月份，宁波市政府甚至宣布，再投入10
亿元，将宁波梁祝文化公园打造成长三角首
个婚庆产业聚集区。

中国梁祝文化研究会会长周静书认为，
在梁祝故里之争中，宁波并不是声音最大的，
但可能是投资最多的。“故里之争”是手段，让
古老传说服务于城市建设、服务于现代生活
才是目的。宁波为一个传说投资10个亿，这
笔巨资应该说不是给某个古人贴金的，而是
给宁波城市市民的，也是投给全国和全世界
游客的。

安陆为李白打造电视剧
大唐诗仙李白不知道，为了他的故里问

题，现在最少有三个城市在明争暗夺——甘
肃秦安（陇西成纪）、四川江油、湖北安陆都互
不相让。还有河南开封（梁园）也准备申请李
白故里。

近日，郑州市百货大楼党委书记程韬光
先生50万字的宏篇巨著《太白醉剑》一问世，
湖北安陆就闻风而动，当地领导多次亲赴郑
州，邀其改编《太白醉剑》为 39集电视连续
剧。安陆当地将投资3900万元，邀请张纪中
导演班子，打造李白荧屏形象，宣传安陆当地
文化。关于李白故里之争，安陆市委宣传部
部长陈作义告诉记者，李白故里对安陆来说
当然有好处，但李白不仅是江油和安陆的，也
是全国的、世界的，文化不应有狭隘的独霸心
理。谁把李白宣传得好，谁对弘扬中华文化
都是有功劳的。

这也正如武占英所说，清明文化已有
5000多年的历史，一个民族如果没有一种文
化，民族精神就无所依附。举办清明文化节，
目的就是弘扬和传承这种民族文化和民族精
神，让其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新闻回顾] 中国清明文化名园赢得头彩

[鱼与熊掌] 河南多个景区营销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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