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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之四

节庆会展点燃消费引擎

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以下简称《措施》）以来，各个单位、行业都对此做出了解读，并根据《措施》对相关工作进行

了梳理。这期我们将围绕节庆会展这一版块，邀请在节庆会展中规划者与参与的文旅企业，聊一聊他们对于《措施》中乡节庆会展版块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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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城是江南地区保存最为完整的古

县城，距今已有 2500 多年的历史。文化

之于古城是重要的“不动产”，“文化+”是

古城焕发生机的突破口。对照《措施》所

提及的增加大型活动供给方面，大家可

以看到，在不同时间节点、不同文化场

馆，慈城一直在不断“上新”一批批的文

化活动。比如，我们7月份刚刚举办的宁

波翠屏山建筑文化节活动，来自全国古

建筑领域的 20 余位专家、浙江千年古城

复兴试点单位，以及许多建筑领域的从

业者和爱好者，不少游客和本地居民，参

加了此次为期3天的活动，总体来说效果

不错。这两年，我们慈城古城积极响应

中央和省委关于“我们的节日”和宋韵传

世工程号召，围绕“耕读文化”“慈孝文

化”“建筑文化”“药商文化”等四大文化，

举办了建筑文化节、慈孝文化节、年糕文

化节等特色品牌活动，开展了慈城”宋韵

十二时辰”、“七夕国潮宋韵夜”等系列主

题文化活动，市民的生活“娱乐圈”不断

丰富、游客的旅游体验感明显增强。

近几年，慈城坚持提速项目建设、持

续优化基础设施、串珠成链形成主游线，

实施了瓮城、游客中心、景区亮化、街景

提升等系列工程，为慈城商气、文气、人

气集聚打下坚实基础。在要素保障上，

持续丰富功能业态，加大文化挖掘和呈

现、产业研究和导入力度，做深“旅游+”

文章，打造了10大特色人文场馆、10大精

品民宿，核心区招商入驻企业超百家，投

资上千万以上重大文旅项目近 10 个，建

成了20个停车场、2300个停车位，增设了

旅游观光车、自助电动车等交通设施，培

育泥金彩漆、骨木镶嵌、年糕主题等一批

文创、非遗项目。

当然，在此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了一

些问题。比如，我们文旅的开发与古城

的文化适配性不足，业态布局不完整且

缺少新奇性、可玩度，文化资源的创新性

转化和创造性发展方面明显不足。

结合此次《措施》条例，在丰富文旅

消费方面，我们也做了相应的谋划和安

排。今年，我们启动了慈城古县城 5A 级

景区创建工作。我们锚定文旅深度融合

的发展方向，将在未来 3 年加大投入，健

全旅游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古城风貌，实

施智慧景观建设，提升智慧管理水平，打

响文化“好品牌”，走好文旅“致富路”，

推动实现古县城旅游景区高质量发展。

接下来，我们的三大街区之一“迎春

里”将开街迎客，古城国庆期间的文旅活

动正在紧锣密鼓的筹划中，一些业态招

商也在紧密的洽谈。结合《措施》中关

于政策支持力度等方面，促进文旅节庆

消费。

文化根脉抽枝散叶，加码古城发展“软实力”
发言人：慈城镇党委委员 王逸

会展是经济的晴雨表，更是消费的助推器
发言人：思库（浙江）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始人兼CEO，浙江省国际会议展览业协会副会长 许欣儿

近三年，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各行

各业都面临着不同程度的挑战，会展业

同样受到了巨大打击，大量项目的延期

或取消、规模缩减、企业营销预算缩水，

持续性的业务停滞带来的是所有会展人

漫长的挣扎与坚守，暴风雨过后，行业也

经历了一轮大洗牌。一直以来会展行业

都是作为经济和产业发展的晴雨表，市

场活跃则会展行业活跃，规模逐年扩

大。在全球经济下行的大背景下，国际

市场大量展会都选择了缩小规模。中国

的会展、活动、演出市场在上半年呈现井

喷的状态，一方面是因为去年推迟的活

动，另外一方面也是人民对于交易和发

展的渴望。但是在这个势头下大家也有

发现成交在下降，客户的预算也在下

降。传统的会展模式在这个过程中需要

发生改变。在不同的产业赛道，会展的

角色需要发生变化，从交易的撮合到商

业价值的创造者。

今年7月国家发改委适时发布的《关

于恢复和扩大消费的措施》，其中重点提

到了“促进会展消费”、“增加大型活动供

给”、“鼓励.....特色市集等活动的政策支

持力度”，会展业进入到全面复苏态势，

会展更是需要成为消费的助推器。

◆关注产业会展对城市经济和消费

的带动
2023 年第 108 届糖酒会盛会在成

都举办，展览总面积达 32 万平方米、展

览商品来自 42 个国家和地区，参展企业

达 6517 家，各地客商超过 30 万人。糖

酒会每年也会吸引数十万人同时来蓉，

其中产生的的住宿、餐饮、交通、广告、旅

游等消费超过 200 亿元，间接带动城市

近 1%的 GDP。这是一个活生生教科书

级的案例，同样的还有上海车展等，这

些与当下高速发展的产业和促进消费

发展的大型展会将会带来市场消费的

提振。

浙江作为会展大省但却不是品牌大

省，一直以来缺少具有产业影响力的大

型会展品牌。一是缺乏超大型的会展场

馆，这一点跟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有很

大的差距，到 2025 年才有可能出现单体

30 万方以上的大型场馆，严重制约了规

模集聚型展会项目的落地。二是缺少大

型会展市场化运营主体，以产业会展主

办方向的就更少了。几乎所有的产业展

会都需要至少 3-5 年的培育周期，我们

需要沉下心来围绕浙江的优势集中产业

深耕。

◆关注消费类特色市集活动
市集作为会展的一种小型模式在

2023年爆发式正直各地都在推进市集品

牌 的 建 设 ，同 时 带 动 夜 经 济 的 发 展 。

2023端午节思库传播与上海市黄浦区合

力打造的“世博淞园”周末市集，有效利

用黄浦滨江半淞园段和世博实践区南广

场区域，5 天时间吸引近 7.5 万人次，137
个商家参与，其中22个商家以营销为主，

115 个商家总收天气等影响从营业额初

步统计75万余元。有效激活了世博淞园

的市集场景品牌，把一个长期闲置的空

间有效利用，成为上海新的活动和消费

场景。在活动期间得到各大官方媒体平

台的大力支持和传播，同时与抖音、小红

书等平台有效合作，整体曝光率突破

7500W。尤其是与抖音生活服务联合打

造的夏日夜宵季，让特别的烟火气重新

回来。

我们在市集的设计上充分考虑了差

异化和在地化，采取了与同区其他市集

的差异化竞争以健康生活方式为主导，

同时融合黄浦滨江沿线运动的特有属

性，把潮流运动带到线下，集合了25个社

群品牌，充分联动，资源置换。商业+社

群的模式得以印证。完善补充了配套商

业的先天不足，重新激活这片公共空间

的可能性，此举大大提振了市场主体对

于区域商业可行性的信心。

这两个案例就是会展作为经济和消

费助推器的典型案例，我们相信在《措

施》的指引下，会展、节庆、演出等行业将

会得到充分的释放，带动消费的整体提

升。

许欣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