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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的
路径选择

品牌传播特色化。一是政策推动
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品牌转化。郑
州市委、市政府立足郑州华夏历史文明
特色优势，以打造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
新基地中的全国重地为目标，作出一系
列重大决策和部署，持续推动传统文化
向特色化文化品牌创造性转化。二是
理论支撑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品牌
定位。实施郑州城市文化基因解码工
程，启动城市文化品牌擦亮工程，推进

“郑州兴文化工程文化研究工作”，推进
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弘扬。三是逐层细
化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品牌战略。
深挖华夏文明文化资源，精研华夏文明
文化特色，顺应当代文化发展潮流，提
炼出“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文化主
品牌。

直接传播场景化。一是重大文化
项目引领，打造中华文明集中展示地。
充分发挥展览展示等直接传播互动性
强，现场氛围活跃的优势，以“行走郑
州·读懂最早中国”为主题，打造体现华
夏历史文明的环嵩山项目，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黄河文化项目，彰显地域特
色的中心城区项目。二是规划构建

“博物馆群+大遗址公园”全景式展示
体系。三是通过5G、VR/AR/MR等数
字技术众多功能叠加实现展览展示场
景化。通过网络短视频剪辑、滤镜等实
现场景化修饰，加快构建数字化文化体
验新场景，提高遗址遗产历史文化资源
的沉浸度和体验感，让历史文化遗产

“活”起来。
媒体传播数字化。推动市属媒体

重塑性改革与融合发展工程，资源整
合、服务融合、用户聚合，持续探索“新
闻+政务服务商务”运营模式，开展“媒
体+”多元业务，构建“媒体+”生态体系，
塑造主流媒体新格局。以郑州日报、郑
州晚报、郑州人民广播电台、郑州电视
台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以其强大的传播
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已成为华夏历史
文明传播的重要窗口。制定《关于加强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及全媒体传播体系
建设的实施方案》，助推传统媒体数字
化，在报、刊、网、微、端及今日头条、抖
音、快手、B站等全网平台形成“五级传
播链条”，形成全媒体矩阵。

物化传播规模化。实施文创品牌
培育专项行动，支持文化创意企业、文
化科技企业的发展，将传统文化以富有
创意的表达方式隐蕴在文旅文创产品
等物质载体中大规模、集约化物化传
播，以产品的流动带动文化流动，让消
费者使用产品时建构出产品归属地的

文化想象，产生文化心理的满足感。培
育引进文创融合发展龙头企业，以龙头
企业推动资源整合、项目建设、平台搭
建，促进形成新产业新业态。重点培育
动漫、游戏、影视、传播等“专精特新”企
业，建立网络直播基地、网红地标，强化
原创文化产品的创作、生产和传播。

活动传播国际化。举办承办节事
活动、展览会、大型会议、赛事等重大文
化活动，传播文化品牌、塑造城市形
象。中国（郑州）国际旅游城市市长论
坛、中国（郑州）黄河文化月、中国（郑
州）国际少林武术节等“国字头”文化品
牌活动成功举办，不断提升华夏历史文
明的国内影响力和国际感召力。持续
开展“Touching 山河祖国”对外传播系
列活动和友好城市文化交流活动。参
与“走读中国”“感知中国”“欢乐春节”
等系列活动，郑州文化品牌国际影响力
持续提升。

郑州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的
路径取向

对话为主原则。尊重文明多样性，
倡导文明互补性，以文化对话取代文化
宣传。改变空洞重复的说教，改变追求
信息到达率的短期传播效果，改变对单
一官方主体的依赖，促进传播主体多元

化，关注受众细分，放弃操纵不同文化
主体的直接目的，更多的以华夏历史文
明的吸引力、凝聚力潜移默化地影响受
众。包容互鉴，平等互信，以对话意识
取代主客意识，让文化传播更多呈现为
一种基于主体间性的理性交往，求同存
异，共同谱写“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
文明华章。

受众中心原则。按照文化接近性
和地理接近性标准，华夏历史文明传播
的受众可以分为省内受众、省外受众和
国外受众三个部分。尊重文化差异，找
到那些地理、文化、心理等方面差异性
较小的受众，让他们成为华夏历史文明
的代言人，实现“二级传播”，辐射全
球。省内受众对华夏历史文明相对比
较了解，感情较深。应充分调动他们主
动传播的文化自觉性，通过自媒体多视
角全方位展现华夏历史文明，深耕省
内，辐射省外。国外受众往往具有较强
的人格独立性，不易接受外来的宣传味
浓厚的说服，对国外受众的传播应以理
性诉求为主，防止产生逆反心理。

多元协同原则。建立政府主导，多
元参与的立体传播格局，首先，需要政
府明确自己的管理者角色，制定配套扶
持政策，强化服务意识，为宣传传播营
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其次，完善新闻发
言人制度，按照公共信息透明化的原

则，保障受众文化知情权。不同主体有
序行使各自的职责、权利和义务，形成
互相制约、互相促进的良性运行机制，
彼此之间沟通协调、科学运筹，使传播
效果最大化。

郑州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的
路径创新

品牌聚焦策略。科学凝练中华文
明文化元素，找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
值，找到古今对话的共同语言，让传统
文化与时代精神共振；关注传统文化古
今对话中的情景体验，找准不同层级受
众的文化情结，让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
共情；打造出具有中国特色、国际知名
的文化品牌，推动传统文化品牌化发
展，以文化品牌带动文化传播，让媒介
呈现与文化品牌共鸣。建立完善的传
播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受众的品牌认
知、品牌感受和品牌接受度，形成动态
的品牌聚焦机制，及时调整品牌调性，
不断深化品牌价值，持续优化品牌传播
方案，突出文化认可度高的文化元素，
避免文化误读的消极影响，动态构建文
化品牌，适时呈现文化成果，推动文化
产品产业化发展。

场景代入策略。加快推动文化产
业“上云用数赋智”，将线下展陈游览通
过现代信息技术活化利用场景化传播，
积极探索文旅“元宇宙”构建数字化文
化体验新场景，提高场景代入感，让受
众在场景中感受文化品牌的魅力，引起
品牌兴趣，达成文化认同。通过建立

“数字化采集—网络化传输—智能化分
析—可视化展示”的完整数字化链条，
搜集分析受众数据，直观细致了解受众
文化需求，结合技术应用搭建出适合文
化品牌定位的场景，关注受众即时体
验，提供精准便捷的智慧化文化服务，
提升场景的沉浸度、投入度。场景构建
融入社交元素，让受众主动表达自己观
点，分享自己的场景体验，为场景传播
贡献流量，提升场景的参与度、分享度。

借势出圈策略。借势意见领袖，扩
大文化品牌传播面。积极培植有一定
影响力的网络大 V、各种网红、影视明
星、专家教授等意见领袖，发挥他们关
注度高、粉丝量大、影响力强的优势，引
发公众关注，快速传播，形成名人效
应，提升热搜热度，产生很强的传播效
果。借势社会热点，提高文化品牌知
晓度。随着移动智能设备普及率越来
越高、自媒体飞速发展，各种热点新
闻、热门话题、热门事件、热门活动迅
速广泛传播并成为热点，吸引公众的
广泛关注。通过介入具有新闻价值和
社会影响力的热点借势传播，提高文化
品牌的知晓度和关注度往往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危机公关策略。在网络舆论日趋
发达的今天，一个负面危机事件的发酵
往往会对文化品牌带来致命的打击。
面对危机事件，须从危机传播的源头入
手，首先，确保信源真实可信，满足受众
对危机信息的知情权，做到信息公开，
信息透明，尽可能摒除危机事件的恶劣
影响。其次，注重危机公关时机和节
奏，尽可能第一时间发布，实现政府、公
众、媒体间的信息对等，争取危机公关
主动权。最后，确保传播渠道畅通有
效，让危机公关影响最大化，避免谣言
和不实传闻占据舆论空间。（作者为郑
州市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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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华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路径创新探赜

随着品牌传播、直接传播、媒体传播、物化传播、活动传播等宣传传播实践
全面展开，“行走郑州·读懂最早中国”文化主品牌逐渐深入人心，华夏历史文明
的认同感和感召力持续提升，郑州城市文化软实力不断增长。系统梳理郑州华
夏历史文明宣传传播路径的现实选择及创新策略，有助于讲好郑州故事，传播
郑州声音，提高郑州美誉度，助力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基地全国重地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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