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 州 迎 春
花市创新发展，广
州亚洲美食节擦亮“食
在广州”招牌，永庆坊二
期对外开放……在过去一
年，广州努力推动城市文化综合
实力出新出彩，提出打造社会主义
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广州千
年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形象
越来越“高大上”，市民的
文化获得感增强，国
内外众多游客纷
纷 前 来 “打
卡”。

释放千年花城
城市文化综合实力篇

2019 年 10 月 25 日 / 星期五 /�要闻编辑部主编
责编 杨清华 /�美编 李焕菲 /�校对 杜文杰 A8新活力

有书籍阅读，有展览欣赏，一年来，广州人享
受到更多公共文化服务， 精神生活过得充实。 广
州文化馆、 广州美术馆、 广州粤剧院等重点文化
设施建设正在加快， 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不断完
善，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稳步提升。

目前，广州市累计建成公共图书馆 229 个，全
部实现通借通还、免费开放；建筑总面积达 41 万
平方米，总面积达 40 万平方米，仅次于上海和深
圳。 其中，广州图书馆建筑面积达 10 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以城市命名单体面积最大的公共图书
馆。 广州图书馆、 广州少年儿童图书馆的服务效
能在全国同类图书馆中排名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 夜逛博物馆正成为广州的一
大文化特色。 从今年 8 月 1 日起，在每周五至周
日以及逢重要时间节点、 重大传统节日期间，广
州市属 8 家博物馆延长开放至 21:00； 另外 3 家
博物馆、 纪念馆， 除闭馆日外， 每天延长开放至
18:30；同步推出 6 条“夜游广州”精品旅游线路。
广州的先行做法， 带动了省内外多个城市的博物
馆跟进夜间开放。

一年来， 广州的文化产业快速
发展，具有鲜明特色的“广州文化板
块” 已经形成， 令业界刮目相看。
2018 年， 广州文化产业园区达 220
多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园
区）16 个。 广州已成为国家重要的
动漫游戏基地、音乐产业基地、国家
文化与科技融合发展基地、 文化金
融创新发展基地、 文化装备生产基
地。 全市规模以上文化产业法人单
位有 2369 家，广州地区文化上市公

司已达 33 家，高新技术文化企业有
1305 家。

2018 年，广州城市居民家庭人均
文化娱乐消费支出达到 5652 元 。
2018 年，广州文化产业增加值预计可
达 到 1260 亿 元 ， 占 GDP 比 重 约
5.48％，居全国前列。

投资 500 亿元的特大型文化旅
游商业综合体项目———花都融创文
旅城正式开业迎客，成为广州文化旅
游又一新地标；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

港 进 入 开 港 倒
计时； 省级文化工
程“三馆合一 ”项目
（广东美术馆 、广东非物
质文化遗产展示中心 、广东
文学馆） 落户广州； 华侨
城—白水寨文化旅游项目成功签约
……一年来，广州又有一批重大文化
旅游项目陆续落地，可以预计未来几
年，广州人的文化生活获得感、幸福
感将进一步得到增强。

获第十一届中国舞蹈“荷花奖”舞
剧奖、 获全国文华大奖提名奖、 获广
东省“五个一工程奖”……由广州歌舞
剧院创演的民族舞剧《醒·狮》“拿奖
拿到手软”， 并在全国公演了 41 场。
这是一年来， 广州文艺精品创作的一
个缩影。

在这一年，广州创作推出了一大
批文艺精品，满足市民的精神需求。
芭蕾舞剧《浩然铁军》、话剧《行在南

国·周先生》、器乐剧《扬帆大湾梦》、
杂技舞台艺术晚会“启航”、 木偶剧
《哆哆成长记》 等精品剧目先后推
出；粤剧电影《刑场上的婚礼》《南越
宫词》 拍摄完成；《岭南雅韵之广东
音乐》《岭南雅韵之粤语小曲》 完成
录制；话剧《出海》、粤剧《清水河畔》
《梁启超》、木偶剧《游曦》将陆续上
演 ；西河大鼓书《大营救》荣获全国
群众文化的政府最高奖项———“群星

奖 ”；木偶剧《垃圾大战》参加“广陵
杯” 全国木偶皮影优秀剧目展演，获
得五大奖项。

除了本土自产剧目， 广州还引进
国内外众多精品剧目。 莫扎特的经典
歌剧《唐璜》、马修·伯恩芭蕾舞剧《天
鹅湖》、肖斯塔科维奇的《第一小提琴
协奏曲》、 柴可夫斯基的《第五交响
曲》 ……广州人在家门口便可欣赏到
世界的顶级艺术。

“在过去一年 ，广州城市文
化软实力得到进一步增强 。 ”
李明充表示 ， 粤剧艺术博物馆
活 化 运 营 ， 夜 间 经 济 发 展 加
速 ， 广州文交会 、 首届粤港澳
大湾区文化艺术 节 、 “文 化 和
自然遗产日 ” 非遗宣传展示主
会场活动成功举行 ， 文化馆 、
美术馆 、 科学馆 、 粤剧院等重
大工程推进建设 ， “三馆合一 ”
项目落户 ， 《广 州 市 关 于 加 快
文 化 产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实 施 意

见 》 发布……都显示出广州在
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的勃勃生

机和未来可期 。
永庆坊二期注重文明传承 、

文化延续 ，留住城市记忆 ，延续

历史文脉 ，集传统文化与时尚元
素于一体 ，展现历史文化名城新
魅力 。 聚焦夜间经济 ，丰富夜间
文旅体验 ，以文旅融合的方式激
发老城市新活力 ，打造城市发展
新名片。广州亚洲美食节以美食
为媒 ，以城市为舞台 ，推动广州
美食文化走向世界 ，全面展现这
座老城市的蓬勃生机。而纲领性
文件 《广州市关于加快文化产业
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 发布 ，为
推动新时期广州文化产业出新

出彩提供了遵循。
李明充认为 ：“未来 ，广州将

继续推动广州实现老城新活力 ，
不断释放 ‘岭南文化中心 ’的文
化辐射力。 ”

专家观点

广州市社会科学院广州文化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李明充：

广州城市文化软实力进一步增强

公共文化：
两家图书馆服务效能全国第一

文化产业：增加值预计可达到 1260 亿元

文艺精品：精品创作提供丰富精神食粮

羊城传统文化名片迸发活力案例

数据
●目前， 广州共

有博物馆 61 家， 文化
馆 12 个，街（镇）文化站 170

个， 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 100%，位
居全国全省前列。
●广州共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33 处、

省文物保护单位 53 处、市文物保护单位 342 处。
●成功举办 2018 年广州文化产业交

易会，实现累计意向签约 126 亿元，
直接成交 22 亿元， 吸引 100

多万人次参与各项活
动。

迎春花市是广州古老的春

节民俗活动。 近年来 ，广州进一
步拓展迎春花市的文化内涵 ，打
造了“广州过年 花城看花 ”的城
市文化品牌 ， 增设创新花市 、越
秀灯会 、水上花市 、广府庙会等
一系列民俗活动 ，让迎春花市迸
发出活力。

在今年过年期间 ， 广州
首次举办海心沙灯光音

乐秀 ， 为市民游客呈
现炫彩夺目的春节

城 市 节 庆 盛

典 。 而在永庆

坊 、 海心沙等城市文化地标 ，科
技范十足的 AI 花市首次现身 。
懂得与市民交流互动的 “客服 ”
机器人克鲁泽 、会识别各种奇花
异草的 “花艺老师 ” 机器人悟
空 ，它们用广州 “智 ”造展现 “科
技范 ”年味 。

“食在广州 ”，美食文化是广
州另一个文化招牌 。 今年 5 月 ，
广州亚洲美食节举办 。 期间 ，世
界各地嘉宾相聚羊城 ，品舌尖盛
宴 ，文明交流互鉴 ，进一步擦亮
“食在广州”的名片 ，彰显出广州
多元文化的城市魅力。

广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陆

志强透露 ，广州将充分发挥在粤
港澳大湾区的区位优势和核心

引擎作用 ， 联同香港 、 澳门 、佛
山 ，设立粤港澳大湾区美食研究
院，共建世界美食之都。

羊城晚报记者 黄宙辉 柳卓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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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城市文化综合实力不断提高
打造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城市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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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产品是企业在竞争中取胜的根
本，也是品牌讲故事的基石。

当人们谈到老字号产品时， 主要聚
焦于“正宗”二字。 严格的承传模式、固定
的制作技艺和传统的操作程序等曾奠定
了它雄厚的行业根基， 同时也设下了难
以逾越的羁绊———时代变了，潮流改了，
花样翻新了， 老字号却还在依赖过去的
口味，自然就落后了。 实际上，正宗不等
于一成不变，正宗不代表拒绝创新，如何
在老产品老工艺老口味与现代消费之间
找到平衡点，是老字号产品转型的关键。

从 191 年前的一碗“粗黑苦”的药茶，
到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茶饮网红”，王老吉
堪称中医药大众化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先锋。

为了满足新时代消费者的多元化需
求，王老吉确立了“单品多元化”和“品类
多元化”的发展模式，先后推出无糖精装
凉茶， 专属新生代的黑凉茶， 以及核桃
露、椰柔椰汁、刺柠吉复合果汁等健康植
物饮料。 特别是黑凉茶，一推出就成为网
红产品。

今年以来， 随着拥有丰富维 c 的刺
柠吉复合果汁的惊艳亮相， 王老吉在丰
富产品雁群上再下一城。 对王老吉而言，
兼具健康、 原生态特点的刺梨系列产品
加入后， 也将进一步丰富王老吉多元化
战略，成为新增长点。

不止是产品形态发生变化，为了顺应
消费升级和时下健康消费的趋势， 以及
新生代消费者消费需求日益多元， 王老
吉也从包装、跨界、模式多方面探索新品
开发。

在产品包装上，王老吉做了积极探索，
从原来的传统红罐衍生出纤体罐、时尚罐；
并通过“互联网 +”思维的运用，其中，针对
90 后开发出的专属凉茶———黑凉茶，罐身
系现下流行的“五彩斑斓的黑”，该包装设
计斩获了德国红点设计奖、德国汉诺威 iF
设计奖等世界级设计大奖。

王老吉还是“跨界”大玩家，近年来，
王老吉结合年轻人喜爱的 IP 推出吉祥
罐、态度罐、武侠罐等各种时尚包装，还
合作推出魅族手机联名款、 天猫精灵王
老吉定制款等， 深受年轻消费者的追捧
与推崇。

在花城汇通往珠江新城地铁站的出
口，1828 王老吉现泡凉茶的巨幅广告引
人注目，去年，在寸土寸金的广州珠江新
城花城汇时尚消费商圈的北区、中区、南
区以及地铁口，四家 1828 王老吉现泡体
验店的开业，宣告进军新式茶饮界。

目前， 王老吉已在全国开设 32 家体
验店，在保持传统配方核心成分不变的同
时，从传统中药进一步转变为引领消费潮
流的植物饮品，如近几年推出的无糖精装
王老吉，以及为新生代打造的黑凉茶。 同
时，还创新性地打造了“1828 王老吉”现
泡体验既契合了年轻人的“养生”理念，又
带来了凉茶文化的时尚化体验，以汉方草

本凉茶搭配时下正红的饮品品类，引领凉
茶行业的时尚风潮。

有情怀有文化积淀的品牌才能更好
地拓展市场。

展开历史画卷品味王老吉的百年历
史，可以发现，关于王老吉治病救人悬壶
济世的记载比比皆是。 王老吉凉茶最早
起源于清道光年间， 创始人王泽邦在广
州市十三行路靖远街开设了“王老吉凉
茶铺”，专营水碗凉茶，从此，王老吉凉茶
开始在广州一带流行。

承载着厚重的民族记忆的凉茶文化
是王老吉品牌文化中最核心的基础，不
过，文化同样需要在一脉相承中创新。 广
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表示， 回首王老吉
190 多年的成长历程，正是不断将中国传
统智慧和现代企业精神融合， 才得以取
得无愧于时代的发展业绩。 王老吉在百
年发展中积累了多种宝贵的文化财富，
其中， 吉祥文化正是王老吉通过深入的
挖掘传统文化与凉茶文化， 结合时代特
色孕育出来的新品牌符号。

吉祥文化承载了中国人对幸福、美好
生活的永恒祈求，它贯穿于传统节日、婚
嫁生育、 开业礼仪、 各地民俗等方方面
面。 随着时代的发展，吉祥文化在承载人
们美好生活期盼的同时， 也成为人们为
之奋斗的精神信仰。 而王老吉红色的外
包装，吉祥的品牌名，加上健康饮料的属

性，可谓自带“吉祥”属性，是不可浪费的
品牌资产，打造“吉祥文化”可谓是顺势
而为。

以春节消费为例子。 从今年以来，王
老吉关于吉祥文化的一系列组合拳就颇
有看点。 元旦前后，王老吉推出今年第一
支最具中国味的春节 TVC， 并借周冬雨
等流量明星之口大声说出“吉，是所有美
好的开始”，这承载着消费者对未来一年
的美好和寄托， 引起共鸣，TVC 在央视、
各大头部卫视播出，累计覆盖人次达 230
亿次，效果明显。

作为一个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百年
老字号品牌， 王老吉洞悉消费者的春节
消费情结，从游子返乡、红红火火和吉祥
喜庆等情感洞察入手， 从情感出发深刻
打造“吉祥文化”，实现品牌文化与消费
者的情感沟通，让品牌形象深入人心。

在吉祥文化的“助攻”下，2019 年春
节期间王老吉实现了业绩开门红。 华中、
中原、华东、云贵与广东表现突出，提货
额实现了大幅增长， 华北地区甚至还出
现了卖断货的情况。

据悉， 目前王老吉深耕礼品、 餐饮、
婚庆等多个市场， 拓展出越来越多的吉
祥应用场景，“开工大吉喝王老吉”，“开
业大吉喝王老吉”，“家有喜事喝王老吉”
……在越来越多的吉庆时分， 王老吉成
为不可或缺的存在。

在品牌 190 周年创新发展大会上，王
老吉正式发布了“1136”发展战略规划，创
新性的喊出来“让世界更吉祥”的文化使

命。 如果说， 可口可乐代表了美国文
化，那么推动吉祥文化走出去，也是王
老吉一直致力的品牌建设方向。

早在 2006 年 5 月，王老吉凉茶
进入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 就为凉茶品类走向国际市场打
开了通路。 为了将岭南凉茶文化推
向全球，王老吉在广州、北京、四川
等地成立凉茶博物馆的基础上，计
划在全球建成 56 家凉茶博物馆，向
全世界传播凉茶文化。 目前，纽约博
物馆已于去年年底惊艳亮相， 而东
京博物馆也即将落成开馆， 成为又
一扇传播文化的窗口。

“以匠人之心，琢时光之影”，从自然
植物选取到标准选材， 从独特工艺到苛
刻指标，王老吉坚持世代匠心智造，以诚
信精神认真做好每一罐凉茶， 正是老字
号品牌王老吉传承百年的动力。

2016 年年初， 王老吉完成国内凉茶
植物饮料产品 3 年安全性系统研究，取
得重大突破性成果。 同期，广州王老吉大
健康研究院正式成立， 将汇聚各方力量
持续开展王老吉凉茶的深度研究， 致力
于将凉茶植物饮料这一中华文化精髓发
扬光大。

2017 年 1 月，王老吉凭借参与的“中
草药 DNA 条形码物种鉴定体系”项目荣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代表中国
凉茶行业站上了国家科技领奖台， 成为
凉茶行业获此殊荣的品牌。 该技术为中
草药混用和掺假等行业问题的解决提供
了强有力工具， 改变了生药鉴定学科被
动追赶其他学科的局面， 在鉴定学领域
已处于国际学科前沿领先水平。

一直以来， 王老吉以实际行动践行
“工匠精神”，在凉茶产品的创新发展上，
王老吉从不懈怠。 据王老吉大健康相关
负责人指出，在“健康中国”战略大背景
下， 整个凉茶行业迎接新一轮技术革命
时代的到来。 在消费升级的新需求下，想
要实现传统凉茶的价值回归， 还必须不
断依赖技术的进步。 站在消费升级的大
风口上， 王老吉正在拥抱变化， 顺应市
场，而这也正是企业升级的必由之路。

除了让产品满足受众，老字号更要让
品牌获得消费者、 尤其是 90 后 95 后的
认可。 时代在变，消费习惯也在变，百年
凉茶必须不断更新与新世代的沟通方
式，更新营销方式。

在这一方面，王老吉同样走在了前头。
8 月 26 日， 王老吉×西山居战略合

作发布会在成都举行。 发布会上，西山居
宣布《最终幻想：勇气启示录》（以下简称
FFBE）国服 iOS 版于 8 月 29 日上线，安
卓版预计 10 月上线。 同时王老吉宣布，
将投入新品刺柠吉和 3 款凉茶定制款饮
品同 FFBE 进行跨界合作。

作为国民快消大品牌，王老吉在年轻
化步伐上从不松懈。

此前王老吉已先后在影视剧、综艺、
游戏等领域开展深度跨界，《明日之
子》、《我们十七岁》、《万万没想到》、《恋
爱先生》，王老吉瞄准新时代市场发展共
生营销，与浙江卫视、腾讯、爱奇艺等多
个平台达成合作，在“时尚、科技、文化”
品牌战略的指引下，激起跨界营销浪潮。

而针对碎片化时代短视频的强劲态
势， 王老吉今年联合抖音发起竖屏共创
大赛和看见音乐计划， 携手微博发起首
届全明星 Vlog 大赛， 不断探索社交与
场景新玩法。

大数据加持的“超吉 +”战略也正在
指引企业构建凉茶大数据平台， 打造超
级凉茶生态圈， 通过大数据统计分析消
费者真实的购物习惯、消费判断，定制相
应功能满足个性化需求，实现精准服务，
据悉，王老老吉引入的视觉码技术，拥有

“首创、便捷、超值、最小”的特性，成为将
消费者、媒体生态、IP 内容生态、销售渠
道生态及异业合作品牌生态融合在一起
的技术基础。

如今，“时尚、科技、文化”的发展策
略，永不止步的创新，正在成为王老吉
开启下一个百年的动力与引擎。 纵观王
老吉的百年发展经验， 可以说，“老字
号”凝结了一个时代、一片地域的乡土
记忆和历史人情，其转型之路的本质是
传统与现代的碰撞博弈———既要坚守，
也要不断进行营销创新与产品创新，跨
界整合协同发展， 运用各种传播载体，
采用互联网创新思维跟上时代脉搏，搭
起与年轻群体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讲好
中国故事。

成为“百年老字号”是每个企业的大
目标。 数据显示，我国的“老字号”由新中
国成立初期的 16000 多家，已锐减到经国
家商务部认定的 “中华老字号”1128 家。
在广州， 却有这么一家 191 岁的企业，不
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洗礼褪色，反而迸发出
新活力！

刺柠吉上市将近半年。近日，王老吉
宣布，将投入新品刺柠吉和 3 款凉茶约 4
亿罐定制款饮品同手游《最终幻想 :勇气
启示录》进行跨界合作，开启王老吉跨界
布局的另一版图。新品、定制罐、跨界……
这些跳动的字眼无不彰显着，百年品牌王
老吉走出了一条青春活力、持续发展的创
新道路。

从 191 年前一剂治病救人的良方，
发展成为家喻户晓的中国饮料第一品牌，
王老吉喊出了“全球饮料第一”的新愿望。
传承百年历史和文化的老品牌们如何才

能凤凰涅磐、再续繁华？ 王老吉的成功经
验或许提供帮助。

时尚与活力 191岁老字号企业为何能永葆青春？

文/陈泽云

产品创新
多元化顺应消费趋势

西山居 FFBE 发布会现场

文化创新
品牌理念历久弥新

营销创新
链接时尚基因实现 “超吉+”

科技创新
精益求精传承匠心独造

王老吉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