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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IP“出圈”吸粉靠你了！
王明玉

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为文化产业插上“数字羽翼”

向阳独开 李陶 摄

腌缸洋姜过一冬
陈亮

在老家屋后的自留地里，一直生长着一片

洋姜。打我记事时起，这片田地里就基本没有

种植过别的。每年开春，这片地里都会冒出一

棵棵碧绿的洋姜苗子，挨挨挤挤的。农人常

说：稀了是庄稼，密了是草。就是说种庄稼要

讲求株距和行距，不能一味地只追求数量，到

头来反倒耽误了收成。

每年开春，奶奶见涨势凶猛的洋姜苗子太

过茂密，但又不忍心直接拔除多余的苗子，就

每天在最为茂密处拔一撮青嫩的苗子，用刀切

碎了和麸皮搅拌在一起喂鸡喂鸭。可洋姜的生

命力实在顽强，任凭你每日取用，到了夏秋之

交，那葳蕤之中依然会绽放出一片片橘黄来。

到了深秋时节，将洋姜采挖回来，洗干净泥沙，

就可以用来腌制咸菜了。

老家的冬日是荒凉的，在漫长的冬日里，

人们习惯吃糊汤饭，那是用磨碎的玉米糁熬制

的一种香甜的稀粥。吃糊汤饭，就需要有下饭

的菜肴，尽管炒菜十分美味，但吃糊汤饭时，

人们还是习惯用腌制的咸菜来搭配。

每年初冬时节，老家的人们就会腌制一

大缸咸菜来过冬，大多数人家都腌的是包菜，

而我家除了一缸包菜外，还要再腌一缸洋姜。

腌制前，将采挖来的新鲜洋姜清洗干净，晾干

水分，再将菜缸洗净、晾干备用。洋姜和菜缸

一定都要晾干，因为腌制过程中不能用生水、

不能见油污，不然易变质。然后往铁锅内倒适

量清水，放入八角、花椒、香叶、干辣椒等熬

出香味，放入适量盐巴晾凉待用。接着，将洗

净晾干的洋姜倒入缸里，放入适量的野山椒、

鲜辣椒以及拍破的姜块和蒜瓣，再倒入熬好

的大料水，滴入少许高度白酒，密封严实，约

莫半个月左右，一缸香脆可口的腌洋姜就大

功告成了。

据奶奶讲，生姜和白酒都有防腐增香的功

效，所以腌制洋姜时这两样原料必不可少。过

去，由于家中人口多，每年腌制洋姜时，奶奶

还不忘给缸内再泡几颗切开的红白萝卜。平日

里吃糊汤饭时，捞几块洋姜和萝卜切成小丁，

再将腌制的辣椒切碎，置入器皿之中，摆上几

粒花椒和干辣椒段，再来一撮蒜末、葱花和辣

椒面，把烧得滚烫的食用油浇在上面，只听见

“刺啦”一生脆响，香气四溢，最后再滴几滴香

油，搅拌均匀，便是一碟香脆可口的下饭菜肴

了。在那些平凡而温暖的岁月里，一碟美味的

腌咸菜就能给一家人的餐桌增添一份愉悦，令

人备感满足。

小时候吃洋姜，小孩子们仗着牙齿好，常

感觉切成小丁嚼起来不过瘾，索性拿一个整块

的洋姜直接啃，望着我们“咔嚓咔嚓”吃得欢，

可馋煞了同院里没了牙齿的爷爷辈们，细心的

家人看见，就尽量将腌洋姜切成细丝，以便长

辈食用。

时过境迁，老一辈人早已经相继离开了我

们，但代代流传下来的生活习惯依然被吾辈沿

袭着。每年入冬，即使工作繁忙、闲暇不多，但

一定是要腌制一缸洋姜的。这不仅仅是一种情

结，更是一种生活的情调和情感的需求。

贵州多举措确保
冬季旅游“淡季不淡”

新华社贵阳 11 月 14 日电（记

者 周宣妮 吴思）记者从贵州省文化

和旅游厅获悉，贵州将在今年 11 月

至明年 2 月期间，围绕温泉康养、民

俗节庆、滑雪健身、红色旅游等主题

开展各类冬季旅游活动，力保贵州

冬季旅游“淡季不淡”，推动旅游业

全面复苏。

据了解，贵州将结合当地旅游资

源，并根据不同旅游市场的特点，推

出多样化旅游产品。其中，针对广东、

广西、云南等地游客，将结合温泉、滑

雪等主题推出短途周末游和长线游；

针对四川、重庆、湖南等地游客，将围

绕民俗、红色旅游等主题开展短途游

和长线游；针对浙江、江苏、上海、陕

西等地游客，将策划度假康养旅游产

品线路。

依托丰富的民俗资源，贵州将策

划“民俗节庆体验游”等活动，打造有

文化的乡村休闲旅游产品，同时助力

“黔货出山”。

此外，贵州还将深入开展冬季旅

游市场秩序整治，优化旅游环境，提

升旅游品质，让游客享受更好的服

务。同时，在各景区景点、机场、高铁

站、客车站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加

强疫情防控，确保游客出行安全。

本报讯(记者 李林晅）11 月 12 日，“伟大

征程——红军长征在四川革命历史文物展”

（泸州站）在泸州市博物馆开幕。展览将持续

至2021年1月28日。

“伟大征程——红军长征在四川革命历史文

物展”通过“从赤水河畔到懋功会师”“艰苦徒涉

过草地”“南下受挫转雪域”“甘孜会师 携手北

上”四个单元集中展示了四川博物院、古蔺县红

军长征四渡赤水博物馆、凉山冕宁县红军长征

纪念馆、甘孜泸定县飞夺泸定桥纪念馆、雅安石

棉县安顺乡中国工农红军强渡大渡河纪念馆等

18家博物馆、纪念馆的75件文物实物，呈现了

红军长征在四川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史。

开幕式现场，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周锐

京带来了以“牢记初心使命 弘扬长征精神”为主

题的讲座。现场还开展了拓片互动等活动。

安徽阜阳城区
发掘新石器时代遗址

新华社合肥 11 月 15 日电（记

者 董雪）安徽省阜阳市岳家湖遗址

近日完成挖掘工作，这是阜阳城区

发掘的唯一一处以新石器时代遗存

为主的遗址，首次科学证明阜阳城

区确实存在距今约 5000 年的史前

文化。

岳家湖遗址位于阜阳市颍东区。

今年6月至11月，安徽省文物考古研

究所联合阜阳市颍东区文化旅游体

育局对该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发

掘面积 500平方米，共发现宋代砖砌

水井 1 座，壕沟、墓葬、灰坑、祭祀坑

等遗迹超过50处，还出土了陶器、石

器、骨器等大量遗物。

岳家湖遗址的主体为新石器时代

晚期遗存，另有少量宋、明、清遗存，文

化面貌与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相

似，年代距今约4500年至5000年。

此次发掘成果对研究皖西北地

区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面貌、手工业生

产方式，以及大汶口文化西迁等问题

提供了珍贵资料。

吉林发放千万元消费券
助力冰雪运动发展

新华社长春 11月 15日电（记者

李典）15 日上午，由吉林省长春市体

育局开展的“健康吉林、运动有‘礼’”

体育消费券领取活动举行，总计1050

万元的消费券共分为四种类型，金额

从50元到400元不等。

上午 9 时，长春市民赵鸿禹拿起

手机，按照提前做好的“抢券攻略”，

很快就成功入手三张价格不等的消

费券。“50元的今天去打羽毛球，100

元的准备买套运动服，400元的准备

留着去滑雪……”赵鸿禹盘点着“战

利品”，满心欢喜。

据介绍，本次体育消费券可在长

春市近40家门店消费使用，消费领域

涵盖体育商品零售、体育场馆健身、体

育教育培训、大众冰雪娱乐等产品和

项目，不仅包含莲花山、庙香山等滑雪

场，还有多个室内滑冰场馆。

吉林省群众体育运动基础好，冰

雪资源丰富，冰雪运动消费潜力巨

大。长春市和吉林市今年 8月同时被

国家体育总局确定为国家体育消费

试点城市。近日，吉林省多家滑雪场

相继“开板”，标志着吉林省 2020 至

2021雪季全面启动。

拥有万科松花湖、北大湖滑雪场

的吉林市 14日也向市民发放了总价

值 450 万元的“体育惠民”电子消费

券。“通过消费券助推体育消费市场

回暖复苏，推动吉林冰雪体育行业提

质增效。”吉林市体育局副局长刘义

军说。

“伟大征程——红军长征在四川革命历史文物展”
在泸州开展

近年来，互联网等技术迅猛发展，催生了

一大批新型文化业态和模式，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共中

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

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明确

提出实施文化产业数字化战略，加快发展新

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模式。

线上文化活动受追捧

“真没想到，足不出户就能游览莫高窟，

身临其境的感觉！”旅游爱好者小王告诉笔

者。让他如此兴奋的是一款名叫“云游敦煌”

的小程序，通过该小程序，人们可以 360度全

景领略石窟魅力，近距离感知壁画的历史文

化内涵，轻松实现与莫高窟的“云端”见面。

“在享受艺术之美的同时，还能了解很多文物

保护知识，真是一次独特而难忘的旅游体

验。”小王说。

跟小王有相似经历的还有不少。今年 4

月，故宫博物院在 600 岁的紫禁城里进行

2020年首次网上直播。虽不能至，但广大网友

在云赏故宫后纷纷表示“大饱眼福”，两日直

播全网总浏览量超过4.3亿。

无论是敦煌莫高窟推出的“云旅游”，还

是故宫博物院开办的“云展览”，抑或是各地

推广非遗技艺的“云直播”，都是传统文化产

业数字化转型的缩影。借助数字手段，无声的

文物“活”了起来。

新冠肺炎疫情给文化产业带来一定冲击，

但也为其数字化转型提供新契机。防疫期间，

数字消费活力十足，线上文化活动备受追捧，

这也影响到影视行业。《囧妈》放弃院线上映

后，多部电影选择在线上视频平台放映。对此，

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院长范周表

示，影视业部分原有的运作模式在数字空间中

被改写和超越。

在文化产业数字化提速的同时，网络视

频、在线阅读、有声读物、数字音乐、网络游戏

等新型业态也迎来高光时刻。数字文化产品

和服务与人们的生活关联越来越密切。

实施数字化战略优势足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为文化产

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去年 8月，中国首份

权威数字文化产业报告显示，2017 年中国数

字文化产业增加值约为1.03 万亿元至 1.19 万

亿元，总产值达约2.85万亿元至3.26万亿元。

业内人士指出，数字化是大势所趋，是文

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那么，当前

在文化产业实施数字化战略有何优势？

庞大的网民规模构成文化产业蓬勃发展

的消费市场，也为产业数字化打下坚实用户

基础。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

告》显示，截至 2020 年 6月，中国网民规模达

9.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7%。

国家相关政策向全社会发出鼓励数字文化

产业发展的明确信号。2016年，数字创意产业

首次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2017年，国

家层面首份针对数字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文

件《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的指导意

见》出台，为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提出具体

政策举措。

人工智能、大数据、5G、VR等新技术方兴

未艾，促进文化产业走向智能化。当前，云课

堂、云蹦迪、云演唱会等新模式层出不穷，人

们渴望更多互动式沉浸式体验。“牵手”科技，

无疑会深刻影响内容生产与传播。比如，基于

海量的消费数据和计算分析，平台可以自动

推送并更新人们感兴趣的文化内容，节省搜

索时间。

此外，知识产权保护环境的改善和网络用

户付费习惯的渐渐养成，也有助于数字文化

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探索可持续的生长模式

数字文化产业的出现和兴起，改变了原有

的产品业态构成，也影响了人们的文化消费习

惯和消费选择。

在范周看来，线上观展、线上音乐会、线

上旅行，暂时还无法取代线下的同类活动，

大部分是疫情下的过渡方案。他认为，眼下

的科技手段还无法完全还原集聚型文化活动

中的“现场感”，人们的文化消费习惯尚未颠

覆，疫情过后会逐渐恢复如常。

“很多在线项目的产品还处于探索期，相

关的运营模式也没有形成，云上演出、云上看

展，多为不得已而为之。”中国文化创意产业

研究会产业发展部主任胡娜坦言。

对此，专家们表示，这恰恰说明在文化领

域数字化消费仍有很大空间。受疫情影响，传

统文化产业加快数字化转型是有益尝试，更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然而，数字化进程还面临不少困难。胡娜

认为，现阶段众多数字文化产业项目多是注

意力经济或流量经济的代表。“疫情过后，如

何面对新时代的数字化转型浪潮，数字创意

经济如何在前期流量经济的基础上找到健康

可持续的生长模式，需要我们思考。”

专家指出，发展文化产业，要把社会效

益放在首位。不管数字化程度多高，催生了

多少新业态、新模式，满足公众多样化精神

文化需求的功能不会改变，基于创意创新的

优质文化产品和服务仍是产业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

（《人民日报·海外版》史志鹏）

酿桃花酒、刺绣、砌窑……90 后博主李子

柒火了，成为中国文化汪洋大海中涌动起的

一朵时代浪花，美丽了中国，影响了世界。让

文化活起来、火起来，年轻人一浪接一浪，做

得不错，也依旧任重道远。

“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

神 力 量 相 统 一 ，推 进 社 会 主 义 文 化 强 国 建

设 ”“ 繁 荣 发 展 文 化 事 业 和 文 化 产 业 ，提 高

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到的这些

文化愿景，用年轻人的话说就是要让中国的

文化 IP 立起来 、“出圈”、吸粉。这要求青年

人充分发挥创造性，发掘文化中的亮点，把

软实力转化成硬资产。

让“ 传 统 ”与“ 潮 流 ”擦 出 火 花 ，这 届 年

轻 人 是 文 化 的 消 费 者 ，也 是 创 造 者 。鎏 金 、

砖红 、胭脂粉……近几年，故宫建筑上的颜

色化身爆款口红，600 岁的故宫成了新潮的

文 创“ 网 红 ”；借 助 动 漫 制 作 的 新 技 术 ，孙

大 圣 、哪 吒 和 姜 太 公 等“ 老 牌 英 雄 ”，能 肩

并肩再次开拓中国的“封神宇宙”……神仙

接地气，文化有活力，将传统文化的瑰宝和

当代特色相结合，形成新的潮流和时尚，我

们 用 有 情 怀 又 接 地 气 的 新 方 式 ，挖 掘 出 中

国 文 化 的 更 多 可 能 ，在 各 个 领 域 掀 起 层 层

浪花。

让 中 国 文 化“ 出 圈 ”吸 粉 ，这 届 年 轻 人

为 什 么 行 ？青 年 既 有 天 马 行 空 的 想 象 力 ，

又 有 无 穷 无 尽 的 创 造 力 ，还 有 玩 转 科 技

的 硬 实 力 。AI 技 术 下 的 兵 马 俑 动 了 起 来 、

高 校 文 化 月 饼 和 诗 词 歌 赋 撞 了 个 满 怀 、

“ 云 上 博 物 馆 ”让 文 物 瑰 宝 的 前 世 今 生 近

在 眼 前 …… 年 轻 人“ 脑 洞 ”大 开 、创 意 加

持 ，带 着 创 新 的 冲 动 和 勇 气 ，让 中 国 文 化

变 得 鲜 活 有 趣 ，有 了 更 多 被 了 解 和 喜 爱

的 可 能 。

让文化涌动强劲生命力，离不开年轻人

真正读懂中国文化。全国各地年轻的非遗传

承 人 越 来 越 多 、《诗 词 大 会》《朗 读 者》等 节

目 展 现 出 年 轻 人 对 文 化 的 探 索 与 热 爱 ……

“人爱自己的历史，比鸟爱自己的翅膀更厉

害”，无论昨天、今天还是明天，只有真正沉

下心走进我们的文化，让历史的高峰和时代

的先锋并成一条线，才能不断产生新认识、

涌 现 新 灵 感 ，以 史 为 鉴 、照 见 未 来 ，让 中 国

文化传播得更远更广。

穿越历史尘烟，我们在千年文化中汲取

力量；通向未来之

路，我们在建设文

化 强 国 的 奋 斗 征

程 上 精 神 昂 扬 。

来，一起在文化的

旷野中栽种树木，

在 文 化 的 海 洋 里

乘风破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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