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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创意”解锁文化密码，用“美学”装扮城市

空间，行走在长春市朝阳区，扑面而来的是浓浓

的文化气息。

为全面落实长春市“三强市、三中心”和“六

城联动”战略部署，朝阳区以创意创新为抓手，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城市文化，推动文化创意

产业与科技、旅游、经济融合发展，提升文化高质

量发展动力，充分整合区域文化资源，实施“北创

南旅西融”的发展战略，构建“一区两地三街四大

产业”发展格局，传承和发扬朝阳电影文化、历史

文化、民俗文化等特色文化，培育城区文化品牌，

加快建设充满时代魅力的现代化首善之区。

用文化创意点亮城市用文化创意点亮城市

“外地的朋友来了，送点什么礼物给朋友能

代表长春呢？”当很多人都在为这个问题而困扰

时，在朝阳区的“长春礼物”概念店就应运而生。

据负责运营的吉林省爱未来文创集团有限公司

负责人介绍，“长春礼物”涵盖传统工艺品、纪念

衍生品、地方特色商品和文化科技创意商品四个

品类，围绕打造体现长春地域特点、春城风貌特

征、民族文化内涵的新商品、新爆款，以纽带、汇

聚、平台、转化为核心理念。

作为首家“长春礼物”概念店，里面的所有商

品都是经过评选筛选出来的，得到了社会和行业

的高度关注，参选企业100余家，参与互动粉丝

达100万人次以上，使市民游客对长春这座城市

的文化内涵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感知，同时助力

更多的本土优秀企业实现产品的创新研发和生

产销售，通过不同的载体和产品形式，积极倡导

地域文化自信，传播城市文化，打造吉林省独一

无二的原创旅游文化产品。

“长春礼物”品牌的推广，已经超越旅游伴手

礼的范围，是文化、农业、数字经济、消费产品的

新整合，是长春文旅新形象的代表，在满足消费

者的多样化需求，促进文旅消费、提升消费体验

的同时，也能推动企业发展、恢复城市经济热度、

打造文旅消费新的增长点，促进城市经济发展和

文化创意城的建设。

“长春礼物”的概念店坐落在湖西路，作为红

旗文化商圈的一部分，以老长影、长影音乐厅为

点，以红旗街为线，以红旗街道与湖西街道为面，

打造老城影视文化创意街区，让街区成为城市历

史展厅，讲述中国电影故事，建成沉浸式红色主

题电影文旅打卡地。

朝阳区文旅局指导推进红旗街道国际潮流

艺术街区设计打造工作，与专业团队合作在全国

范围内征集视觉形象识别系统，打造街区IP及

吉祥物等文创产品。

开展红旗街国际潮流艺术街区嘉年华活动，

激发商超企业参与活动积极性，如“这有山”全山

剧本娱乐活动、百脑汇的电竞比赛、长影音乐厅

的音乐会、万达广场的时空露营、欧亚新生活星

空广场的马术表演等。

开展桂林路商圈各类文旅项目活动，提升人

民群众参与度和幸福感，如花草间新春灯会，新

春民俗市集、汉服古风游园、儿童古诗词比赛、手

工古风纸草灯笼等传统新春喜乐活动。国庆节

期间，在桂林商圈区域组织中筝艺术学校为辖区

居民进行免费古琴培训和在7.8广场开展了“金

色桂林盛世中华”等文艺演出，丰富了居民的业

余文化生活。

文化创意激发城市新活力文化创意激发城市新活力

“我们的美人鱼表演，每场演出都十分火爆，

周末更是成了亲子游玩的好去处。”吉林省中泰

海洋娱乐管理有限公司现场部总监张力群说。

作为文化旅游产业项目，长春中泰海洋世界结合

各种节日和创意开展了各项不同的游客娱乐体

验活动，比如活灵活现的海底游龙比赛、神秘莫

测的海底灯谜会、疯狂的海底抢元宵、可爱的美

人鱼变装、欢快的海洋夏令营、顽皮搞笑的小丑

动漫卡通寻游节……

长春中泰海洋世界是集休闲旅游、餐饮娱

乐、科普教育等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业态。通过精

彩纷呈的游客互动体验活动，不仅使游客领略到

不同种类的海洋生物，还可亲身感受人类与海洋

的关系，提高了“关爱水生动物、共建和谐家园”

的自觉意识。以旅游带动文化，让游客在感受海

洋世界奇妙与欢乐的同时，传递海洋故事，传播

海洋文化。

行走在新民大街上，可以被两侧独特风情的

历史建筑所吸引，这里也成了影视剧和网红打卡

的好去处。朝阳区将新民大街打造成历史遗迹

文化的旅游线路，在这里有十余栋的历史建筑，

是长春独有的、保存最好的警示文化历史街路。

不断完善城市功能品质，结合“六部一府一衙”等

重要城市记忆，建设特色文化景观，打造老城文

化记忆中心，通过文化创意复活旧空间，焕活老

记忆，激活新经济。

采访中，朝阳区文化和旅游局局长田秋表

示，朝阳区持续打造“展旅互动、商旅融合”的文

化旅游线路，围绕“文旅+”融合模式，线上线下结

合、城乡区域联动的发展思路，重点打造以“四大

商圈”为主的购物娱乐游；以南湖公园为主的休

闲生态游；以乐山镇为主的农业观光度假游；以

长影博物馆和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为主的红色

教育活动基地游等精品旅游线路。

“我们坚持‘创造快乐、收获快乐’的企业理

念，倾力打造一个‘有乐有趣，有品有味’的旅游

精品,我们的原创情景剧，得到了游客的认可，在

这里可以感受沉浸式的体验。”采访中，长春莲花

岛影视休闲文化园副总经理孙语良介绍。作为

朝阳区文旅项目的创新变革之一，莲花岛影视休

闲文化园是长春旅游产业发展的新突破、新标

杆、新品牌。

长春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以“多产业联

动、多形态发展”的经营思路，打造了旅游演艺、

红色教育、民俗体验、餐饮住宿、研学旅行等多个

板块内容，着力构建“演艺+”的新发展模式，将文

化内容充分融入其中，秉承着“看戏演戏，主角是

你”的宗旨，自主研发沉浸式互动演艺、实景探案

剧本、换装穿越体验等新兴旅游产品，让游客实

现“吃住行游购娱”的全方位沉浸式体验，实现从

“休闲观光游”到“深度体验游”的转型升级。景

区在不同时节和时令，推出了“消夏时光狂欢夜”

“冰雪年俗文化节”“浓情中秋赏圆月”“国庆游园

会”等主题活动，景区年客流量可达60万人次。

推进“商旅融合”，重点推出朝阳“消夏”夜间

游、特色商街魅力购体验游等产品。创新设计旅

游商品，实现文旅融合发展。

文化创意点亮美好生活文化创意点亮美好生活

“我们也要把古筝艺术产业与文化旅游产业

有机融合，积极配合和参与区域经济建设，扩大

传统文化艺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为朝阳区文化

区增加古筝文化特色，让百姓生活增加古筝的优

雅。”采访中，中筝光明文化产业集团执行董事长

王欢表示。

以国家级文化产业基地为核心打造“筝鸣朝

阳”古筝之区品牌，举办朝阳区筝会文化艺术节，

设置筝区表演广场，推进古筝进校园、进社区活

动。在发展古筝艺术产业上，中筝光明文化产业

集团要把古筝培训产业做大做强，继续发挥传统

优势，精耕细作“公益普及古筝艺术，打造朝阳区

十万人习筝”活动，在进一步活跃文化市场、发展

文化产业的同时，让更多的人通过文艺培训与文

化活动，提高文明素质、文化审美、艺术修养，增

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文化自信，让朝阳区的自

然人文景观增加古筝的风韵，让朝阳区“古筝文

化区”这张名片更加靓丽。

打造朝阳区消夏节、市民文化节、农民文化

节系列活动，打造百姓大舞台，夯实朝阳文化品

牌。依托和平大戏院，筹拍《百味长春》系列短视

频栏目，创作生产文旅演艺项目，开展文化展演

进社区、乡镇活动。

打造特色图书馆，推动个性化和特色化图书

馆建设，打造一批具有较高文化品位和多层次服

务内容的特色图书馆，探索多样化文创空间，积

极推进数字图书馆建设。

推进智慧旅游能力平台建设。探索结合讯

飞大数据及AI等能力为景区提供游客服务、大

数据分析，同时全方面协助景区安全运营管理，

提升游客的服务体验，通过实时边缘AI分析能

力、物联网+互联网数字应用，实现游客洞察景区

实时监测，提升拥堵聚集等事件响应效率，完善

景区智慧化管理。

长春市朝阳区：

让文化创意赋能城市发展让文化创意赋能城市发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秋月王秋月

长春市朝阳区将古筝演艺融入城区文化，打造
“古筝文化区”。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长春礼物”首店落户朝阳区,着力打造以体现长春地域特点、春城风貌特征、民族文化内涵
的“长春礼物”概念店。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长春市朝阳区重点项目之一的莲花岛影视休闲文化园。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长春中泰海洋世界助力长春文化创意城建设。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长春市朝阳区着力推进文创特色街区建设，结合重庆路商圈的商业特色，打造了特色文旅惠民
品牌。 本报记者 张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