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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国 风 点 燃 消 费 新 引 擎
本报记者 郭静原

从非遗文创产品火热出圈到“悟空”“哪

吒”纷纷出海，从街头巷尾的时尚穿搭到线

上线下的热销爆款，“国潮风”“中国风”成为

新消费增长点，不断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

个性化产品的需求，为消费市场和文旅业发

展打开新空间、注入新活力，传递着中国经

济发展的强劲动力。

偏爱源自认同

当前，国潮经济加速渗透，彰显出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和年轻一代的消

费热情。抖音商城数据显示，“90 后”已成

为购买老字号最多的群体，“00 后”下单量

增长最快，同比增速达 95%。

“今年我已经把所有护肤品换成了国

货品牌的翡翠水和玉容霜，它们不仅价格

更亲民，还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在北京上

大学的“00 后”叶梓涵，最近又入手了不少

国货美妆产品，“过去总觉得这些产品只有

奶奶辈、妈妈辈才会买，但自己用过后发现

效果完全不输欧美大牌，打算推荐给身边

的同学和朋友”。

在“中国风”加持下，具有高性价比和良

好使用体验的老国货品牌开始俘获年轻人

的心。与此同时，随着文化自信提升和产业

创新升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色的全新演

绎，正唤起更多年轻消费群体的情感与价值

认同。

历史悠久的丝绸是当之无愧的中国名

片。华佳集团旗下时尚真丝家居品牌“桑罗

SANGLUO”，其 2025 春夏新品“新中式东方

幽兰系列”一经推出，在小红书平台就收获了

超百万曝光量。该系列的灵感来自东方庭院

中盛放的蝴蝶兰，兰花刺绣采用非遗苏绣工

艺精制，充分彰显东方女性的柔美与内敛。

“要让年轻人爱上国潮服饰、爱上中式

美学，不能仅靠他们‘为情怀买单’。”桑罗

品牌创始人、江苏华佳丝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俞金键告诉记者，近年来，桑罗持续

把苏绣、国画印花、中式斜门襟等传统丝绸

文化元素融入产品创新设计，年均研发花

型、颜色与款式超千款。此外，桑罗还携手

苏州博物馆、人民文学出版社等文化 IP 及

新锐设计师联名破圈，打造多款有特色、差

异化的真丝产品，持续探索国潮服饰的创

新表达。

“‘新中式’服饰兼具辨识度与实穿性，

既满足了 Z 世代的国潮情怀，又能在社交

平台的穿搭分享中形成独特的视觉符号。”

中国纺织工程学会时装艺术专业委员会副

主任、中华女子学院文化传播与艺术学院

教授张婷婷表示：“企业要学会借助国潮这

股东风，推动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时尚潮

流精准融合，通过品牌差异化建立独特的

市场竞争优势，从而赢得年轻消费群体的

青睐。”

传承创新常青

国潮奔流下，年轻人的购买欲和一批老

字号品牌的创新突围相辅相成。

沿着北京北海公园北门直走，在不远处

高高的大红灯笼掩映下，藏着一处偷闲品茶

的宝地。去年 8 月，全聚德旗下仿膳茶社重

新开门营业，其推出的“应节寿意·龙凤喜

饼”糕点系列不仅是为祝寿或婚礼等特殊场

合打造的专属糕点，还会根据时节与民俗、

二十四节气的流转等适时上新。各类糕点

花样繁多、造型精致，搭配茶社内古色古香

的环境，引来众多年轻人拍照打卡。

“我点了这里的招牌豌豆黄、芸豆卷和

宫廷奶饽饽，还有立夏刚刚推出的新品莲蓬

酥，再配上一碗传统果子干和杏仁豆腐，妥

妥的新中式下午茶。”在茶社外排了半小时

队的湖南游客万倩告诉记者，自己是被大众

点评 APP 上一篇题为《北海公园藏了家百

年宫廷茶社！阴天也美哭》的帖子“种草”，

便迫不及待地来店内体验。在她看来，只有

愿意倾听消费者心声，愿意拥抱年轻人的消

费心理和习惯，不断创新升级的老字号，才

能常青不败。

越来越多老字号企业尝试跨界与联名，

着力打造消费新增长点。以布鞋闻名的老

字号内联升，在北京大栅栏总店二层开设的

“大内宫保”咖啡馆成了潮人聚集地，独特的

中式盖碗咖啡频繁在社交媒体上圈粉；同仁

堂旗下新零售品牌“知嘛健康”陆续在北京、

上海、成都等地开出 12 家门店，吸引年轻人

感受东方潮流养生；光明乳业联手冠生园推

出的大白兔雪糕，一上架就成了供不应求的

爆款⋯⋯

“他们在用年轻人的方式，造自己的新

江湖。”对于老字号品牌的创新，品牌联盟

（北京）咨询股份公司董事长王永总结出三

大特色：擅长混搭、新场景再造和数据玩得

溜。“不过，想要持续打动年轻人，老字号既

要守护好匠心品质及独特文化底蕴的‘不变

内核’，又要保持与时俱进的‘动态进化’，构

建与 Z 世代对话的新语言体系，这样才能在

百年传承与时代脉搏的共振中永葆生机。”

王永说。

解锁多样玩法

从文物“出圈”到文旅跨界，当国潮风邂

逅火爆的文旅市场，民俗小城游、汉服打卡

热、沉浸式“新中式旅游”等新趋势、新玩法

竞相涌现，不仅极大丰富了游客的出行体

验，也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江西景德镇推出“千馆之城”馆长接力

直播活动，以青花、国瓷、微陶、瓷雕等为代

表的各类特色场馆形成“千馆千面”的推介

矩阵，带领观众沉浸式、“云转场”游览，让自

带国潮属性的博物馆和文创街区持续转化

为文旅消费动能；安徽黄山的徽派古建筑

内，数十盏非遗鱼灯在青石板巷中游弋，宛

如水墨画中跃动的锦鲤。游客不仅可以观

赏“百鱼绕村”的壮观场景，还能手持鱼灯加

入巡游队伍，成为非遗传承的参与者⋯⋯

在产品端，各地文旅场景不断“上新”之

余，纷纷推出“国风旅拍套餐”“汉服沉浸演

艺”“非遗市集打卡节”等互动活动，广受游

客欢迎。美团旅行数据显示，节假日是游客

搜索古风、古镇旅拍的高峰期。今年以来，

“古镇旅拍”搜索量同比上涨近 60%，带动南

浔古镇、惠山古镇、黄姚古镇、兴坪古镇等旅

游热度增幅尤为明显。

临近端午节，不少高星酒店还在线上旅

行平台推出“传统国潮粽子+酒店住宿”打

包套餐。这其中，广州花园酒店与广州艺术

博物院联名推出的 2025 年端午粽子礼盒，

其设计灵感源自中国近代岭南地区著名国

画画家居廉的经典之作《并蒂莲》。广州花

园酒店副总经理梁健芬说，酒店已经连续

4 年把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入节庆食品的

包装设计，还举办过文化艺术集章打卡、篆

刻研学等活动，“年轻游客都很喜爱我们的

粽子礼盒，这不仅是传播岭南传统文化的好

机会，也让我们脱颖而出，成为更多热爱国

潮的年轻消费者的出行选择”。

美团研究院研究员乔思认为，今年以来，

打卡文博场馆、探访古城古镇、体验汉服

妆造、入住国风酒店、购买国潮文创⋯⋯

以这些文旅活动为代表的“新中式”旅游

越来越受到年轻游客欢迎，在传承与创

新中为消费者带来丰富的

文旅新体验。

宝 藏 小 城 的 内 涵 与 激 情
本报记者 周 琳

初夏，天津市宝坻区了凡善廉文

化主题公园内，绿树成荫、芦荻飘荡，

水塘内各种水鸟自由游弋，风景美不

胜收，引得大批市民游客前来拍照

打卡。

近年来，天津北部“宝藏小城”宝

坻凭借丰富的文化资源与生态优势，

以品牌打造为突破口，精心培育“历史

名人”“潮白河”“体育赛事”三大特色

农文旅消费品牌，构建起传统与潮流

碰撞、内涵与激情并存的独特文旅格

局，极大激发了乡村文旅消费活力。

宝坻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巩慧

表示，2023 年以来，全区累计接待游

客近 1000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近

10 亿元。

2023 年，宝坻区建成了凡善廉文

化主题公园，将目光聚焦明代知县袁

了凡，围绕这一历史名人打造“了凡伴

游”文旅品牌，让历史名人化身“星级

推荐官”。自 2024 年春节起，连续两

届举办的“了凡公园新春文化庙会”成

为宝坻文旅的一大亮点。庙会中的沉

浸式互动演出“了凡赐福巡游”广受关

注。宝坻区委常委、区委宣传部部长

贾雪娜介绍：“了凡公园以‘善廉’文化

为主题，‘了凡文化’不仅提升了宝坻

的文化辨识度，更带动了周边消费。

通过‘文化+旅游’，历史资源转化为

经济动能。庙会推出以‘了凡’为主题

的文创产品和特色旅游线路，让游客

在沉浸式感知中汲取传统智慧，实现

了文化传承与经济发展双赢。”

潮白河是宝坻文旅消费的又一品

牌。当晨曦染红潮白河河面，新开口

镇的“马车游”已载着晨露出发。5 匹

枣红马拉着雕花车厢，穿过千米紫藤

花廊，碾过青石古渡，最终停在“稻田

美术馆”前。这里春有非遗风筝节，夏

办河畔民谣夜，稻田艺术展、国潮秀也

已拉开帷幕。夜幕降临，3D 投影在明

代石桥上演绎“潮白河传说”，摇滚乐

队在芦苇荡中开唱，角色扮演爱好者

与汉服少女在星光市集相遇。

作为潮白河畔的“网红小镇”，宝

坻区新开口镇通过“点线面”统筹推

进，将农文旅资源转化为高质量发展

增量。新开口镇党委书记王宝季介

绍，在“点”上，新开口镇对去年推出

的“大集的烟火美、非遗的文化美、舌

尖的味道美、乡村的景色美、采摘和

研学的体验美”“五美”内涵进行了丰

富。今年，新增“周六大集”、国潮风

彩绘墙等项目，新风斋基地推出“古

韵‘新’风 匠心相传”研学活动和剧

本杀等沉浸式体验；在“线”上，打造

“马车游”项目，串联养马经营户、特

色农业企业、游览点位，形成“处处是

景”的乡村游体验；在“面”上，依托资

源禀赋，打造“京津乡韵 古渡寻美

大美新开口”品牌，推动农业资源商

业化、文化资源场景化，实现吃住行

游学全域联动。

巩慧说：“以潮白河为‘媒’，宝坻

区通过串起‘一河两岸’文旅资源，打

造出贯穿四季的数十项活动，形成

‘季季有精彩’的旅游格局。”

4 月 19 日，参加 2025 天津·宝坻

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暨京津新

城首届“棠潮 RUN”彩虹跑的人们在

补 给 站 惊 喜 发 现 嵌 着 年 画 的 能 量

棒。这场体育赛事吸引了来自 14 个

国家和我国各地的 2000 名选手参赛。

本次彩虹跑采用“运动+赏花+

电音+潮玩”四大元素，将年轻态、趣

味感、时尚值拉得满满。

宝坻区体育局党组书记纪永红

说：“2024 年以来，宝坻区以体育赛事

为主体，打造了体育旅游嘉年华这一

体旅融合的特色品牌，推动体育经济

成为吸引游客、促进消费的新引擎，

参与人数超 20 万人次。今年宝坻区

还将举办潮白湿地半程马拉松、京津

冀龙舟赛、全国钓鱼积分赛等大型体

育赛事 50 场以上，让‘跟着赛事来宝

坻’在京津冀成为潮流时尚，让体育

经济成为宝坻吸引游客、促进消费的

新赛道。”

一粒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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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思雨

亲自体验下田插秧收割、品尝

稻谷冰激凌、打卡稻田咖啡馆——

在辽宁沈阳沈北新区，一粒清水

大米，愣是从地里的庄稼摇身一

变，成了集种植、加工、文旅观光、

电影拍摄于一体的稻梦小镇。

提起东北大米，人们往往第

一时间想起五常大米，却鲜有人

知 道 清 水 大 米 。 事 实 上 ，早 在

2010 年，清水大米就已获得国家

地理标志认证。近几年，清水大

米凭借地理标志这块金字招牌，

从 一 众 东 北 地 区 地 标 大 米 中 突

围，通过农文旅融合把一粒米的

故事讲得有声有色。

清水大米实现跨界破圈的背

后，是对地理标志产品价值的深

度挖掘与充分利用。地理标志不

仅是对产品品质和特色的认证，

更是区域品牌的象征，是连接消

费者与产地的纽带。消费者看见

地理标志，就像吃了颗定心丸，因

为知道产自哪儿、好在哪儿。

想要实现地理标志产品的持

续破圈，需要跳出“种得好就卖得

好 ”的 思 维 ，在 保 障 品 质 的 过 程

中，也得跟得上新消费需求。过

去，单一的大米粗加工利润很低，

其附加经济价值未被充分开发，

农民常常面临种得出好米却卖不

出 好 价 的 难 题 。 稻 梦 小 镇 的 成

功，便是找到了农业与文旅产业

的契合点。通过挖掘当地的农耕

文化、民俗文化，将其融入旅游产

品，使游客在欣赏自然风光、体验

农事活动的同时，也能受到文化

熏陶。稻田夏季能漂流、露营，冬

季变身冰雪乐园，这种以农促旅、

以旅兴农的发展模式，不仅为乡

村带来了人气和收入，也为农业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更值得关注的是文旅反哺带

来的产业升级。越来越多游客来产地体验，为清水大米提

升知名度打开了一条新路径。游客来得多了，对产品的个

性化需求自然也会更多。为满足消费者对更好品质及更丰

富产品的期待，可将文旅收入更多投入对水稻种植技术、加

工技术、产品创新研发上。例如优选水稻品种，确保清水大

米的产地环境始终符合地理标志产品要求，实现一二三产

业融合的可持续发展。同时，应加强对清水大米地理标志

的保护与管理，增强企业员工和农户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

确保地理标志的规范使用，严厉打击假冒清水大米地理标

志产品的行为，维护品牌的良好形象和市场秩序。

从一粒清水大米到农文旅融合小镇的蜕变，再次印

证乡村不缺优质产品，缺的是将土特产锻造成“金名片”

的思维。也有人认为这仅是给大米披上“文旅滤镜”，其

实就是换个法子卖米。实则不然，这种变化并非简单地

叠加，而是通过挖掘产品的生态价值与文化内涵，将土特

产转化为承载地域记忆的新消费场景，这是盘活乡土资

源的真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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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2025 天津天津··宝坻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暨京津新城首届宝坻体育旅游嘉年华启动仪式暨京津新城首届““棠潮棠潮 RUNRUN””彩彩

虹跑在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举行虹跑在天津市宝坻区京津新城举行。。 李宏光李宏光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内的仿膳茶社位于北京北海公园内的仿膳茶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打卡文博场馆打卡文博场馆、、探访古城古镇探访古城古镇、、体验体验

汉服妆造汉服妆造、、入住国风酒店⋯⋯入住国风酒店⋯⋯““新中式新中式””

消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欢迎消费越来越受到年轻人欢迎，，在传承与在传承与

创 新 中 为 消 费 者 带 来 丰 富 的 消 费 新创 新 中 为 消 费 者 带 来 丰 富 的 消 费 新

体验体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