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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流量 努力出彩出圈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黄帝故里拜祖
大典。”民革安徽省委会副主委、安徽大
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姜红告诉记者，从
高铁站到宾馆的路上、街边的道旗和
电梯间内的屏幕等公众场所播放的黄
帝故里拜祖大典宣传片等，感觉郑州
很擅长挖掘民族文化记忆、打造民族
文化认同，并且取得了不错的成效。

姜红表示，拜祖大典是一次“顶
天”与“立地”相契合的生动实践。黄
帝是全体中国人共拜的人文始祖，本
身就属于一个祖源性的“顶天”的文
化符号，“立地”就是如何将地缘性的
优势和祖源性的记忆结合好。本次
拜祖大典活动很好地将这两种因素
互相契合、互相嵌入，既传播了中华
文化、中华文明，也为地方源源不断
地吸纳了更加多元的资源。

“其实，今天的城市宣传很难，像
郑州、合肥这样的城市，要想做好城
市宣传，我们应该想办法提升那些对
城市形象好的、向上的、向善的事件

‘可见度’。我觉得，如何接住流量和
用好流量，这是今天城市形象建构的
重要举措，也是新媒体时代跟传统媒
体时代的差别所在。”姜红表示，“就
这点而言，我认为郑州已经在努力探
索并且开始慢慢‘出圈’了。未来，希
望通过不断地研究与宣传，在进一步
做好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的同时，更好
地宣传普及黄帝文化，充分利用这个

‘顶天’的文化符号，从而让世界看见
郑州、认识郑州、了解郑州。”

“郑州是一座古老而年轻
的城市，古老是其文化历史资
源的厚重，年轻是其在历史文
化活化方面做了技术和时尚
的结合。这次文旅之行，感受
最深的就是郑州的发展速度，
以及历史文化传播方面的创
新。”4月22日，谈起对郑州的
印象，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
息传播学院副院长郭小平说。

对于郑州正以“四地”支
撑“全国重地”建设，打造文化
强市，郭小平认为，郑州有着
历史文化资源方面的优势，以

“四地”支撑“全国重地”建设，
与整个河南历史文化资源传
承契合度很高，建议国内传播
和国际传播同时进行。

在国内传播方面，郭小平
建议，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推
广，打造更多的网红打卡地
来吸引游客；在国际传播方
面，需要让更多的本土企业
走向海外，通过打造自身的
软实力来提高郑州这座城市
的国际知名度，可以通过抖
音、快手以及借助推特、油管
等传播渠道，制作贴近网民
和用户心理需求的情景剧、
VR 等宣传片，把郑州的城市
形象推广出去，吸引更多的人
尤其是海外的中华儿女行走
河南、读懂中国。

“手里有粮心里不慌。河
南是产粮大省，河南安，则天
下安！为什么大家都说‘老家
河南’，因为‘老家’有粮，适合
人们在此繁衍生息。黄河文
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逐鹿
中原更让河南成为整个中国
文化的重要发源地，所以河南
是我们的心灵故乡、文化故
乡。”4月23日，谈起对河南、对
郑州的印象，厦门大学新闻与
传播学院副院长、华夏传播研
究会会长谢清果说。

谈到郑州正以“四地”支
撑“全国重地”建设，打造文化
强市，谢清果认为，“寻根之
地”也就是不忘我们从哪里
来，往哪里去，都应该有一个心
灵故乡。河南作为中华文化的
源头，应通过打造和发掘中原
文化，让人们更好地记住中原
文化对中华文化作出的贡献。

谢清果建议，通过更多的
形式和方式，如国学教育、影视
艺术、餐饮文化等不同层面打
造爆款IP。比如，年画如今不
一定家家都去贴，但是当它作
为一种艺术品，就可以在新的
时代有新的传承方式；比如河
南卫视推出的“奇妙游”系列，
就是通过古今贯通助力中外融
通，让中华文化用世界听得懂、
看得清的形式展现给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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