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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的形势下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的融合发展是国家宏观战略下的政策导向，也是地方文化旅游产业自身发展的内在需求，以新媒体

为依托的新文艺群体在我国文化传播和产业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给地方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带来了新的启示。李子柒的影响力和商

业价值是不可复制的，但在“李子柒现象”的启发下，开放思想，进行资源优势互补、强调品牌价值、依托互联网的传播力量，在文旅产业

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发挥新文艺群体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催化剂作用，更多的人才、奇才参与到其中，确保专业化团队运营，保证影响

力、公信力、文化内涵、讲好地方文化故事应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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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4 年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之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曾预见性的提

出：“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一大批新的文艺类型，

也带来文艺观念和文艺实践的深刻变化”。同时，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也

在逐渐影响着旅游产业的发展，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互联网与文化

产业、旅游产业融合的程度也不断加深，信息化的经济生态环境应运而

生，每一个人都成为以新媒体为载体的新文艺现象的创作者、阅读者、

参与者、传播者、体验者和消费者，激发了个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意

识，也培养了文化旅游活动的市场意识、品牌意识和产业思考。 

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的道路上我们还存在很多固化思维和认识误

区。尤其是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成就不突出的地方，更应该解放思想，从

李子柒为代表的新文艺群体发展路径中寻找启示。李子柒是新文艺群体

中典型的案例,多元化盈利，创造力巨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新文艺

群体的职业边界模糊，创新创意是关键，打破了人们“1+1=2”或者说“艺

术家+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和“游客+门票+食宿=消费”这样的固有思维，

参与度高、互动性强、传播速度快，过程可能是娱乐化、戏剧化甚至荒

诞的，结果可能是发散的、多元的，但是结果并非不可控。 

1 反观绵阳市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现状与认识误区 

近年来，绵阳市在文旅融合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但和中国大部分

城市一样存在同质化消费体验严重，缺少品牌特色和专业化运营，导致

消费者审美疲劳和体验乏味等问题，所以整体发展状况与四川第二大城

市的身份并不想称。各界对绵阳的旅游产业发展也进行了不断的思考、

讨论和实践，但在笔者来看存在一些认识误区，简单总结为以下几点： 

1.1 误区一、没有将文旅产业与工业科技放到同等地位来看待。 

绵阳虽是李白故乡、中国科技城，但总体来看，绵阳在极力打造一

个“理工科”思维的新型城市，许多关注绵阳文化旅游产业的人士认为，

绵阳政府对文化旅游远不及工业科技方面，限制了文旅产业的发展。然

而文化旅游是个四两拨千斤的产业，真正靠的是决策、创意、品牌、特

色与服务等。实际上，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不需要也不可能与工业科技产

业获得同等的扶持力度，城市发展重心也不可能轻易偏移。整体来看，

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需要优质资本的介入和专业化、现代化的运营。 

1.2 误区二、优势资源匮乏，无法支撑打造“高能”品牌产品。 

绵阳市历史文化底蕴深厚，有李白、大禹、嫘祖、涪翁、文同、六

一堂、三江文化、三国文化、羌族文化、七曲山大庙、越王楼、报恩寺、

两弹城、窦团山、仙海湖以及绵阳美食、非物质文化遗产（手工艺、民

族、民俗文化）等诸多优秀的文化旅游资源，配套基础设施比较完善，

同时有庞大的文化研究和创作队伍，文艺活动繁荣，成果颇丰。这其中

羌族文化是 具地方特色和品牌价值的优势资源，具有完整的资源生态、

丰富的文化遗存，又有全国人民的情感关注。所以，并非优势资源匮乏，

实际上是产业融合度不够，品牌意识不强，以及资源粘合度的不高、专

业人才短缺等原因导致的。 

1.3 误区三、品牌特色不鲜明，缺少核心竞争力 

也有观点认为：“目前绵阳市各个区域虽已经具备丰富的、具有一定

知名度的旅游资源，但缺少类似丽江这样的全国知名的核心旅游品牌，

并且旅游产品整体上对周边特别是外地游客的辐射范围较小。”丽江成功

的基础是自然资源，成功的关键是讲好了一个故事，每个人都可以是故

事的主角，很多影视作品、艺术作品浪漫气氛的营造也加深了对游客的

吸引力，大量的年轻人到丽江寻找自己的故事。李白无疑是一个响亮而

优秀的文化品牌，绵阳江油青莲国际文学诗歌小镇是弘扬李白文化浩大

的文化工程，虽极具鲜明的特色，但与现代生活、与游客切断了情感的

关联，高大上的景区建设与本地人经济增收的关联也不高，实际上是发

展定位不准确，不够接地气，没有讲好文化故事。 

2 新文艺群体在地方文旅融合发展中的潜在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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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消费者的生活习惯、消费习惯、体验需求

等都在改变，每个人都成为信息的创作者、阅读者、参与者和传播者，

激发了个人在文化传播中的主体意识，也培养了文化与旅游活动的市场

意识、品牌意识和产业思考。活跃在互联网中的新文艺群体，引导和改

变了消费者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网红景区、网红大桥、网红街区、

网红小吃、网红旅馆等受到热捧，传统旅游产业的经营模式也已经无法

满足现代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地方文化与旅游产业融合应从李子柒为代

表的新文艺群体中获得新的启示，在我们这个新媒体的时代，必须重视

发掘互联网信息传播中的市场意识、品牌价值，重视民间资本和人才的

价值和作用。 

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是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

决策部署，是推动两个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的重要途径，尤其在稳增

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背景下，进一步推动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深度

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2019 年，文化和旅游部雒树刚部长在一次全国文

化和旅游厅局长会议上就文化和旅游融合路径提出了具体的要求“理念

融合、职能融合、产业融合、市场融合、服务融合、交流融合”。这既是

要文化和旅游的融合，又是互联网与经济的融合，创新与传统的融合。 

3 李子柒商业品牌运营模式的思考 

李子柒是典型的新文艺群体代表，大约 5 年前开始自拍和发布相关

视频。李子柒让人们眷恋的生活方式成为了故事，让这个故事转化成为

了商业品牌和商业“神话”。从农家美食制作的精致演绎到产品代言与推

广，再到独立品牌的线上线下多元运营；从国内崭露头角到国外盛赞，

再到国内爆火、被主流媒体点赞推送。这中间离不开创意与视角、专业

与执着。传统文化形式和旅游体验流失了大多数的青年人才、观众、游

客和市场。 

文化上，李子柒系列视频受到海内外追捧热议，实质上是社会历史

变迁中，人们对原生态生活的集体追忆和向往，其向全国甚至世界的文

化输出贡献不可想象。其作品的文化定位非常精准，传播目标也非常的

明晰，方案的又具备较强的可实施性和可操作性。视频作品的内容非常

接地气、柔软、有温度。让身在现代生活压力下的人们产生向往或回首，

每一个故事都从乡村生活的琐事悠然切入，从观众或者说消费者忽视并

关注的角度着力，势必会会引起观众的兴趣。从技术层面分析，脚本、

镜头、画面、语言等，也都是她作品坚挺的原因。与泛娱乐化的粗劣视

频一下子拉开了差距。李子柒为代表的新文艺群体，引导了新的消费文

化，其个人“作品”的广泛传播已经达到了文化传播、文化输出以及品

牌价值挖掘的作用。 

从商业价值角度看，李子柒签从自拍到运营公司策划，获“微博

具商业价值”等诸多头衔，实现了人格化 IP，在各种商品分类下注册了

多个商标，先后建立网店、实体店，形成了完整文化产业链。据不完全

统计，按 49%的抽成比例，仅“油管”分成和阿里巴巴集团旗下的网购

平台销售额，李子柒年收入接近 1.7 亿元。李子柒利用网络流量的盈利

模式、MCN 盈利模式、电商变现盈利模式和平台分成等，成功的实现了

多元盈利，这非常值得地方文旅融合发展思考和借鉴。 

当然，李子柒的影响力和商业价值是不可复制的，但在“李子柒现

象”的启发下，开放思想，进行资源优势互补，依托互联网传播，在文

旅产业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发挥新文艺群体在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中的催

化剂作用，确保专业化团队运营，保证影响力、公信力、文化内涵、讲

好绵阳故事应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突破口。但是在吸收和借鉴过程中，

我们也要清醒的知道，各 APP 软件推送的旅游广告，往往被用户忽略关

注，而一般网络播主自己制作的相关视频内容和质量上有待于优化和提

升，这需要专业制作团队的介入，旅游行业的资金投入支撑，能达到优

势互补、互利双赢。 

4 总结 

在新媒体时代视野下，地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利用新

文艺群体的撬动功能和活跃能力，大力推进旅游产业融合,多元指向的打

造文化旅游品牌，是一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效益的过程，是一个优

势互补、相得益彰、互惠共赢的过程，从供给层面来看,有利于推动旅游

产业的创新、旅游产业结构的优化、旅游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和旅游资源

的优化配置，从需求层面来看,有利于满足旅游消费者日益多样化、差异

化和个性化的旅游消费需求，因此,研究新媒体时代下新文艺群体在旅游

产业融合发展中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同时我们也发

现，在各种文化 IP 中泛娱乐化的信息传播不会长久，专业化、艺术性、

大众化、团队化是流量传播的保障，利用大众文化传播的规律，讲好文

化故事，同时提高服务水平，才能树立好的品牌，开拓更广阔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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