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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吉林有多火？

吉林大学杏花文化节单日客流突破8万

人次创历史峰值，净月潭冰凌花绽放期吸引

超35万游客踏雪寻芳，伪满皇宫博物院“百

年丁香”持续带火景区：“五一”假期首日2万

余人实地打卡、500万人线上云游……

跃动的数字，昭示的不仅是自然景观的

周期性吸引力，更折射出东北老工业基地

“以花为媒”的产业布局之道。

依托“颜值”，寻求“产值”，当传统工业

文明与新兴生态经济螺旋缠绕，“赏花经

济”能否成为继“冰雪经济”后，进一步撬动

文旅发展和东北振兴的又一增长曲线？从

现象级热点向长效化产业转变，吉林“花花

世界”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成长动能和裂变

潜力？

升级“花样”：
从“视觉消遣”到“多维

体验”的场景革命

手持团扇的张希在花朝节上完成第

12轮飞花令时，百米外的潮玩市集里，“00

后”大学生王宇正忙着用VR眼镜捕捉虚拟

花瓣。春日暖阳下，两种相隔千余年的赏

花方式在长春百花园奇异共振，折射出赏

花场景在吉林不断“花样”升级的璀璨活

力。

从“视觉消遣”到“多维体验”，摄影师

宋阳的镜头见证了这场变革：北美海棠树

下身着太空服的角色扮演者、油菜花田里

沸腾的九宫格火锅、薰衣草花海中奔跑的

马拉松选手……“人们不再满足于将花朵

作为背景板，而是渴望成为叙事的主角。”

在他刚刚拍摄完的作品里，桃花林中的剧

本杀玩家们提着灯笼寻找线索，飘落的花

瓣既是场景道具，又是解谜关键。

当传统赏花活动褪去“一次性打卡”的

粗粝外衣，城市的消费风向也在悄然发生着

变化。桂林路化妆店老板李宇的日程表显

示，清晨六点的汉服妆造预约已排到两周

后。4月中旬以来，她平均每天要完成近20

个“花神妆”。她告诉记者，依托这两年赏花

热度，她的小店已经形成汉服租赁、主题妆

容、国风摄影等系列服务链，效益也是节节

攀升。

向更深处看去，某种程度上，赏花经济

正在重构城市毛细血管——原本空置的市

郊停车场变身为移动咖啡车集散地，公园管

理处开始配备专业跟拍摄影师，就连行道树

间距都被重新计算以适应全景拍摄……始

于春天的视觉盛宴，正以一种诗意的方式，

演变为贯穿四季的产业革命。

补强“花链”：
从“单点开花”到“全

链增值”的产业重构

在和龙市金达莱村的小院里，忙着体验

打糕制作的湖南姑娘李佳音，手机屏幕跳出

一条朋友“求带货”消息——她刚上传的朝

鲜族长鼓舞短视频，意外带火了背景里那罐

桔梗泡菜。十分钟前还只是赏花客的她，此

刻已化身朝鲜族美食的“野生代言人”。

这种身份的流动性，恰恰印证了这里

“以花为媒”到“以花兴业”的质变。村民吴

振镐告诉记者，“过去游客只赏花，现在因为

多了民俗体验、手工制作等项目，可以多停

留两三天，估算下来，村民们收入较平时能

翻两番。”

当花朵从景观变成生产要素，花期便不

再是限时赏玩的存在，而是催化产业链裂变

的生物代码。

在公主岭抗寒梅花栽培园中，工作人员

正忙着搭建电商直播间。园区负责人唐维

告诉记者，下个月企业将启动鲜切花电商直

播销售项目。“这一块我们做过调研，市场需

求很大，如果成功，园区花卉产业链条还能

继续拓展。”

此前，这个企业已经多次延长抗寒梅花

产业链条，不仅在文旅行业声名大噪，还带

动梅脯、梅酒等产品热销，并有效帮助附近

村民增收。据唐维介绍，多的时候一个人一

天能挣700多元。

从“单点开花”到“全链增值”，在我省以

花为轴的产业图谱渐次舒展，花期之外的

“生意经”风生水起。

不过，在火热创意实践之外，也有一定的

挑战暗流涌动。比如，是否存在同质化产业

布局导致“千花一面”、依赖冷链运输的鲜花

是否有能匹配得上的物流服务等。不少业内

人士指出，当“花链”延伸到深水区，比拼的将

不仅是创意，更是产业集群的系统性进化。

拓展“花边”：
从“在地资源”到“跨

界融合”的价值进化

一朵花，或许看似微不足道，但当它与

城市、与人、与文化相结合时，却能释放巨大

的能量。尽管目前省内尚无“赏花经济”相

关数据统计，但处在这个产业链条上下游的

人们，能深刻感受到其带来的蓬勃动能。据

伊通河樱花岛内一商贩介绍，每到花期，他

一天的收入能比平时多出5倍左右。

近年来，吉林各地在城市规划上以花为

元素，增加了很多柔性思维。如延边地区很

多基础设施建设融入金达莱花形态，让地域

文化与城市景观有机融合；多地商场增设了

四季花展，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哲学

转化为触手可及的公共福利；今年，长春南

四环路，开始打造省内首条生态绿地廊带快

速路，20米宽生态绿化带两侧分布廊架、驿

站、庭院灯等便民设施，市民在通勤途中即

可完成“微度假”……

从“在地资源”到“跨界融合”的价值进

化，不断拓展“花边”产品，吉林的赏花经济

开始从“自然馈赠”走向“系统创造”，并不断

实现价值进化。

据净月潭景区总经理邹明华介绍，景区

以冰凌花为主题设计了系列文创产品，如冰

凌花纪念币、打卡印章、冰凌花精油灯等，成

功吸引了大众消费。最新统计显示，今年花

期，净月潭景区收入1317.65万元，盛花期同

比增长38%。邹明华表示，下一步，净月潭景

区将继续增植彩色树、彩色叶，打造“四季花

草”景观，在完善景区生态的同时，进一步为

游客提供更丰富的赏花体验。

从“走马观花”到“万物生花”，吉林的

“花样突围”或许正为老工业基地转型提供

新范式：当生态资源不再只是风景，而是可

计算、可交易、可再生的生产要素，“绿水青

山”的变现路径远比想象中辽阔。只是在

这条花路上，如何让绽放的速度匹配保护

与开发的力度，仍是需要持续求解的方程

式。

眼下，吉林大地花事未了。从长白林海

到松嫩平原，从传统苗圃到数字花田，一朵

花引发的产业变革仍在持续发酵。尽管很

多尝试还在初级阶段，但我们相信，“颜值”

变“产值”的发展故事，在这片黑土地上，一

定会有精彩的答案。

●●““花开吉林花开吉林””系列观察之二系列观察之二●●

““ 颜 值颜 值 ””如 何 变如 何 变““ 产 值产 值 ””
————““赏花热赏花热””背后的产业图谱背后的产业图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陈婷婷陈婷婷

当端午古韵邂逅“六一”童趣，这

个假期，长春文化市场“热”力全开。

从高雅的交响乐演奏到激情的摇

滚音乐节，从沉浸式红色儿童剧到传

统与潮流碰撞的历史街区……一场场

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以破圈之势点

燃全民参与热情，解锁文化消费新热

潮，彰显出文化创新驱动下文旅市场

的强劲活力与蓬勃生机。

跟着音乐去旅行

长影音乐厅内，2025“周周交响

乐”系列演出之“六一动漫音乐之旅”

视听交响音乐会座无虚席。《猫和老

鼠》的诙谐旋律在小提琴与木管乐的

交织中灵动呈现，引得孩子们笑声不

断；《圣斗士星矢》激昂的主题曲响起

时，更是瞬间点燃了观众的热血情

怀。“太燃了！简直是‘回忆杀’大礼

包！”观众赵健宇兴奋地说。这场融合

经典动漫与高雅艺术的演出，不仅让

孩子们感受音乐魅力，也唤醒了成年

人的童年记忆，成为亲子共度佳节的

热门选择。为持续加码城市文化供

给、全方位提升文化品位，2025“周周

交响乐”系列演出已持续“霸屏”近两

个月。这一文化IP正以高频次、高品

质的音乐盛宴，加速将长春打造成充

满艺术魅力的“爱乐之城”，让音乐基

因深度融入城市脉搏。

与此同时，禧都音乐节也在长春

火热开唱。DOUDOU、万能青年旅店、五

条人、万妮达等知名音乐人轮番登台，

数万年轻乐迷随着节奏尽情摇摆。“为

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这不仅出于对

音乐的热爱，更是一种全新的出游方

式！”乐迷李女士告诉记者，在看完音

乐节后，她还会和朋友选择“就地旅

游”，尝试“一座城市、两种体验”的深

度游览模式。短短两天时间，禧都音

乐节就吸引了来自省内和黑龙江、辽

宁、内蒙古、山东、山西、河北、河南、新

疆等不同省份的8万名观众专程赴长

春观演。其中，省外观众占比65%，这也直接推动音乐节期间长

春的酒店、交通、餐饮等相关业态迎来全面增长。

“跟着音乐去旅行”的新型文旅消费模式，因此有了具象化

呈现。音乐节现场特设的“长春味道”美食市集，将福义德包子、

雪衣豆沙等非遗美食与摇滚舞台巧妙串联；官方推出的“音乐地

图”整合周边景点，引导游客深度体验城市魅力。正如一位来自

郑州的乐迷在社交平台分享：“原本只为听一场演出，却被长春

的烟火气和人情味圈粉，这座城市值得二刷！”这场以年轻生活

方式为内核的音乐盛宴，正用音符书写城市文旅新名片，奏响假

日经济的强劲乐章。

经典IP新表达

在长春人民艺术剧场，新版儿童剧《密林中的孩子》首演引

发强烈反响。该剧通过旋转舞台、多媒体场景等创新形式，生动

展现抗联少年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感人故事。当剧中少年英勇牺

牲的场景出现时，剧场内响起阵阵啜泣声。“我们通过少年视角，

让历史变得可触可感。”导演陈晓峰介绍道。这部承载红色记忆

的经典IP，经过现代化改编，不仅成为儿童节的特殊礼物，更展

现出走向全国巡演的巨大潜力。

“新版的《密林中的孩子》不仅仅是一部儿童剧，更是我们传

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长春话剧院院长李鑫告诉记者，“未

来，我们将创新推出‘戏剧+研学’的深度融合模式，把舞台艺术

与实践教育有机结合，这不仅能为青少年打造‘行走的思政课

堂’，更将拓展文化市场的边界，赋予红色经典新的生命力。”

当红色记忆以全新姿态“破圈”吸睛，传统文化同样开启了

一场别开生面的“焕新之旅”。“六一”当晚，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

团在长春大众剧场，以经典剧目《大闹天宫》为孩子们送上节日

惊喜。演出中，干冰特效打造出云雾缭绕的凌霄殿，众神仙登场

便引得阵阵惊叹；孙悟空携小猴亮相水帘洞时，现场瞬间被欢呼

声点燃。随着“御马监”“偷桃盗丹”等经典场景依次呈现，孩子

们时而屏息凝神，时而拍手叫好。容纳近700人的剧场座无虚

席，家长与孩子互动不断，共同沉浸在这奇妙的传统文化世界。

“这场将现代舞台技术与传统京剧艺术融合的演出，让国粹以鲜

活的姿态走进孩子心中，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提供了生动

范例。”吉林省戏曲剧院京剧团副院长王权表示，“我们今后还

将策划更多适合儿童观看的戏曲演出，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孩

子们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历史街区“逆生长”

当百年建筑碰撞潮流业态，这个假期，春京西历史文化街区

以“场景迭代”重塑了文旅新体验。作为长春首个投入运营的历

史文化街区，这里以“艺美学・深阅读・慢生活”为核心理念，将

百年建筑肌理与现代消费场景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韵味的城

市文化空间。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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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是“百草之王”，是吉林千年的“金
字招牌”。日前，在吉港澳经贸交流推介会
上，人参成为耀眼夺目的“吉林形象大
使”。省委书记黄强自豪地说：“中国人都
知道人参是好东西，全世界最好的人参就
在长白山。”众多港澳同胞和外国游客高度
关注，人参产品大放异彩。这告诉我们：国
际市场“参”机无限，扬帆出海正当其时。

把握“参”机扬帆出海，要培育诚实守
信的“参”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敲开国
际市场的大门，关键要有一批标准化、规范

化、品牌化、国际化的企业。去年下半年以
来，我省聚焦“货真价实、优质优价”，完善
人参质量检测管理规范和信用评价规范，
修订《吉林省人参产业条例》，实行机制化、
法治化市场监管，人参市场诚信体系逐步
健全。特别是，林下参“一参一码”、园参

“批量赋码”全程追溯，实现了线下市场“货
真价实”，去年综合产值突破了 800 亿元。
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面向世界的实用人
参产品不断被开发出来，越来越多“视质量
为生命”的人参企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继续加大培育扶持力
度，帮助企业切实强化质量观念，靠产品取
胜，以一流品质赢得市场口碑。

把握“参”机扬帆出海，要念好博大精
深的“参”经。吉林代表团在香港、澳门访
问交流时，很多港澳同胞和外国游客不了
解人参具体功效、不明白如何服用人参。
开拓国际市场，必须先把博大精深的人参
文化推广出去。要告诉境外、海外朋友，人
参文化源远流长，千百年来人参一直是延
年益寿的“灵丹妙药”。要让更多人知道人

参不仅能保健治病，还能药食两用，让更多
人知道人参是唯一可以一味成方的药材、
独参汤具有回阳救逆的功效，让更多人了
解人参故事、信赖人参品牌。

把握“参”机扬帆出海，要走出合作创
新的“参”路。吉林正在加快打造“一带一
路”向北开放重要窗口、东北亚区域合作中
心枢纽。港澳是内地与国际市场的“超级
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加快“走出去”，
对于推动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
去年，人参已经成为吉林对港出口三大商
品之一，具有进一步挖掘拓展的巨大潜
力。要加强与港澳等地高等院校、科研机
构交流合作，重点围绕15年以上的林下参，
搞好科技研发。要借助港澳经贸企业平
台，着力打通国际市场渠道，为人参出海铺
平道路。

把 握“ 参 ”机 扬 帆 出 海
吉时平

沿北京中轴线一路向北，燕山脚

下，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坐落在

青山茂林间。

2023年6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考察调研。

“国家版本馆是我亲自批准的建

设项目，一直非常关注。”习近平总书

记举目环视，话语中满含深情。

回忆起当时情景，中国国家版本

馆馆长刘成勇记忆犹新：“习近平总

书记对我们说，建设中国国家版本

馆，是文明大国建设的基础工程，是

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标志性文化工

程。总书记对历史文化典籍的保存

和传承念兹在兹、关怀备至，体现出

深厚的文化情怀。”

在保藏古籍版本的兰台洞库，汉

藏蒙满四种文字大藏经雕版历经数

百年变迁，依然散发着独有的魅力；

《四库全书》文渊阁、文溯阁、文津阁、

文澜阁古籍真本和仿真影印版本，生

动呈现《四库全书》风貌……

习近平总书记缓缓走进库架深

处，仔细观摩珍贵文物，感受着古老

文明传承至今的气息和底蕴：“走一

下，体会一下。这些雕版、典籍，蕴含

着中华民族的智慧、精神、文化，更蕴

含着生生不息的力量。”

走出兰台洞库，习近平总书记深

情地说：“建设版本馆的初心就是收

藏，就是在我们这个历史阶段，把自

古以来能收集到的典籍资料收集全、

保护好，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

明继续传承下去。盛世修文，我们现

在有这样的意愿和能力，要把这件大

事办好。”

泱泱中华，历史悠久，文明博大。

考察第二天，习近平总书记出席

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

话，强调“中国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

明博大精深”，发出“赓续历史文脉、

谱写当代华章”的号召。

追随习近平总书记的足迹，走

进中国国家版本馆中央总馆，文华

堂南广场，巍然矗立的寿山石印章

上镌刻着“赓续文脉”四个大字，宣

示着这座新时代国家文化殿堂的职

责使命。 （下转第三版）

“把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继续传承下去”
新华社记者 史竞男

“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专栏：

瞒报违规吃喝“捂盖子”，
是 严 肃 的 政 治 问 题 ！

压题图片：吉林大学杏花文化节期间，繁
花似锦的杏花大道。

本报记者 刘奥琪 摄（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