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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2
2025年6月20日 星期五 责编刘浩华 美编杨淑萍

端午时节的南海，水
面上龙舟竞渡的鼓点与岸
上观众的欢呼交织成一曲动
人的交响乐。央视105次聚焦、
全网浏览量超63亿次、单季拉动
消费8.32亿元……这一连串令人
瞩目的数字背后，是“南海龙超”品牌
创造的奇迹。

当贵州“村超”、江苏“苏超”以草根足
球点燃全民热情时，“南海龙超”另辟蹊径，
正以龙舟、醒狮、舞龙等非遗为载体，探索一
条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
以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划向“旺丁又旺财”的新
航道。

端午的佛山南海，一条条龙舟劈波斩浪，激荡的水花溅起

现象级传播巨浪。央视105次聚焦、全网信息62万条次、总浏

览量突破63亿，“南海龙超”以破圈之势成为文化“顶流”。

打造文化品牌，要坚持让群众当主角，充分调动全社会的积极

性、主动性、创造性，让群众参与其中、乐在其中。“南海龙超”的破圈

见证了这一点。

场上，群众是劈波斩浪的主力军。

距离端午还有2个月，桂城街道叠北社区东胜村信存何公祠前的

河道便已战歌震河。近50名队员齐吼“呼！呼！呼！”的龙舟号子，以

仪式开启新一段“龙舟征程”。鼓点骤起，近40名划手整齐划一，船桨划

动，船只劈波飞驰，船桨在仅数米宽的涌道上拉出银链，25米龙船如游龙

摆尾，在急转中划出完美弧线。尽管是训练，队员们的认真劲丝毫不逊于

正式比赛，这个夜训场景的视频也在网络上传播，获得20亿的浏览量。

群众扛的不仅是集体荣誉，更是乡土认同的重量，“宁可煲烂，不可扒

慢”的龙舟谚语，正化作全民共识。

场下，群众是龙舟文化的参与者。

在今年盐步老龙起龙仪式现场，大沥全新推出“千年龙脉·活力大沥”主题IP
市集，开设10余个摊位，设置“龙腾南海文创区”“寻味大沥美食坊”“青年创客实验

室”三大主题板块，同步推出了“祈福五境”主题景观带及相应的文创福袋，还发布

了“来大沥 食村菜”大沥镇村菜品牌，吸引众多市民特别是年轻人围观。

这些鲜活的场景印证，“南海龙超”归根到底是大众的赛事，龙舟要从

河道划进市集，龙舟文化也要从被动观看进入主动创作。

场外，群众是破壁出圈的创作者。

今年端午，南海依托佛山网络创作者联盟，构建起“专业媒体引

导+民间达人裂变+普通用户参与”的三级传播体系，让每个人都成

为城市品牌的“传播节点”。60多名自媒体达人创作1600多条

作品，其中，“东方姑娘”拍摄的龙船漂移视频创下单条播放量

3.9亿、点赞超440万的纪录。

如今，“叠滘龙船漂移”已成为一个扎实的流量密码。知

名主持人撒贝宁、知名歌手华晨宇，以及众多颇具粉丝基础

的自媒体达人、博主纷纷前来体验和打卡。

在这场全民狂欢中，“南海龙超”更是划进了国际舞

台。今年的叠滘龙船漂移大赛，来自英国、德国、韩国、瑞

士、乌克兰等世界各地的游客、博主、研学团队纷纷奔赴南

海，一睹龙船漂移的魅力。比赛期间，佛山传媒联动央

视、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中国

日报等海内外超200个转播平台进行全媒体直播，

吸引了数以千万计的线上观众，直播全网总播放

量超1.05亿。

千年龙舟划出的时代浪

花，让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

自信，这是“人文经济学”的

南海答卷。

千年龙舟划出时代浪花
让文化自信转化为发展自信

从竞技赛事升级为生活方式
从文化符号蝶变为城市文化IP

全民狂欢的文化盛宴
乡村振兴的超级引擎

在叠滘水乡，被誉为“水上F1”的龙船漂

移赛让观众屏息凝神；在盐步老龙巡游现场，

593岁的传统龙舟与400万点赞的抖音视

频同框出镜；在乡村文化广场，夜光舞龙表

演吸引年轻游客打卡拍照……这些充满张

力的画面，构成了“南海龙超”的生动图

景。

南海区委书记顾耀辉坦言：“经过两

年努力，‘龙超’品牌已初步打响。去年

叠滘龙船漂移吸引全网36亿流量，今

年更是达到超63亿。”数据的飙升不仅

反映了群众对传统文化的热情，更展现

了非遗的强大生命力。

于南海，龙超不止是比赛——它

是全民狂欢的文化盛宴，更是乡村振

兴的超级引擎。端午火了，今后怎么

办？“南海龙超”又如何“旺丁又旺财”？

这是摆在南海面前的一道思考

题，区别于“村超”的足球狂欢、“苏超”

的城市联赛，“南海龙超”给出的答案

是构建更系统的“1+3+N”发展体系，

打造百亿文旅新生态。其中，“1”是
指打造统一的“南海龙超”IP；“3”是
以龙舟、醒狮、舞龙三大非遗为载体；

“N”则是延伸出文旅、文创、研学等

多元业态。

在这一体系下，“南海龙超”将书

写新篇章，构建全域赛事矩阵。6月
底，桂城将首次把“龙舟文化+公园城

市”两大顶流，联合升级打造成泡泡

公园生活节，开启“赛事+公园+消费”

的全新玩法；今年10月，国际龙舟运

动中心将揭开面纱，首期龙舟公园将

成为新地标。即将在下月开赛的全

运会龙舟赛事和“南海龙超”冠军赛

总决赛，更将吸引全球目光。

不止如此，面对“顶流”带来的机

遇，南海深谙“旺丁”更要“旺财”的道理，

计划以四大举措，构建起“南海龙超”可

持续发展生态，实现“旺丁又旺财”。

一是实施品牌整合升级，以“一核

两翼六支点”重塑龙舟赛事体系，叠滘

漂移赛提质升级，加快国际龙舟运动中

心建设，10月前建成龙舟公园首期。7
月全运会赛事将成品牌升级首秀，推动传

统赛事向专业化、全民化转型。

二是延伸产业生态链条，“一镇一主

题”文旅带将龙舟元素植入消费场景，培育

“龙舟人家”共享农宿。龙舟主题餐厅、文创

店遍地开花，形成“赛事引流-产业变现”的良

性循环。

三是推动乡村振兴赋能，“南海龙超”的独

特之处在于，它不仅是文化活动，更成为基层治

理的创新载体。创新推出“龙舟议事厅”，村民划

船议村务，让醒狮队变身“移动调解室”，用采青仪

式化解邻里纠纷，让传统文化成为基层治理新载体。

四是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联合南海融媒、南海

广电共建“南海龙超”全媒体频道，提升“第二现场”观

赛体验；联动《雄狮少年》《龙舟少年》IP，开发系列主题文

旅产品，实现传统文化“破圈”传播。

当小学生唱着粤剧传承《赛龙夺锦》，当外国游客

在体验区拿起船桨，当村民在“龙舟议事厅”共商村

务，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正

凝聚成发展合力。

从叠滘龙船漂

移超63亿流量，

到未来百亿产

业集群的蓝图，

这艘从历史长

河驶来的龙舟，

正载着文化自信

与产业升级的复合

愿景，划向更广阔的

经济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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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叠滘龙船漂

移比赛现场。

▲▲作为叠作为叠滘滘龙船漂移大赛龙船漂移大赛““第二现场第二现场””之一之一，，

棉二水塔街集聚众多观众看龙船漂移直播棉二水塔街集聚众多观众看龙船漂移直播。。

▲麦边舞龙。

千年龙舟划破现代都市的水面，激起的不仅是浪花，更是一座城市

的澎湃动能。

当德国工程师迈克尔紧握船桨，在叠滘蜿蜒的河道上完成首个

“洋面孔”的龙舟漂移时，他或许未曾想到，自己正成为“南海龙超”IP
全球化叙事的一个生动注脚。这场始于端午民俗的龙舟竞渡，已悄

然蜕变为撬动城乡融合、产业升级、国际传播的超级杠杆。

在位于西樵的纳德利龙舟工坊的车间里，传统匠艺与潮流创

意碰撞出火花：埃菲尔铁塔装饰的龙舟模型、醒狮元素U盘、龙舟

造型充电宝……这些“脑洞大开”的文创产品，折射出龙舟IP运
营的底层逻辑——用现代语言重构传统符号。

这种“非遗+文创+文旅”的生态闭环，使得龙舟IP如同一

个“文化路由器”，不断接入消费新场景。端午期间龙舟带动

的直接消费达3.45亿元足以证明：当传统文化找到现代表

达，就能释放出惊人的经济势能。

这种创新在叠滘龙船漂移大赛达到高潮。今年，以

叠滘圩、龙船里创意园为代表的传统老街区焕发新生，

龙船赛事如同催化剂，激活了整片商业生态——招商

入驻率节节攀升，商户营业额成倍增长，更有外地游

客慕名而来，释放出强劲的消费动能。从巷弄飘香

的地道小吃到匠心独运的文创产品，从网红茶饮到

一房难求的精品民宿，“龙船经济效应”如涟漪般

扩散，为城市商业注入了澎湃活力。

创新打造的“第二现场”更成为文旅融合的

典范之作。乘着叠滘龙船漂移大赛的东风，千

灯湖活水公园、佛山保利Mall等十大核心区

域，联动万达广场、环宇城等商圈矩阵，将观

赛热情转化为消费热潮。

城乡共舞中，一条龙舟悄然划出了共

富航道。

在桂城叠北社区，曾经闲置的老屋，如

今因龙舟元素的注入变身网红打卡点；叠

北、叠南社区携手桂城文投、汇商盈企业

共同组建佛山叠滘龙漂文化有限公司，

标志着龙船文化产业化迈出关键一

步；九江敦根社区以“龙舟讲堂”品牌

带动周边餐饮、手工艺、研学等产业

链，形成“一舟兴百业”格局……

乡村振兴需要文化锚点，这

种“文化赋能—产业激活—城乡

共生”的路径，为破解城乡二元

结构提供了新思路。龙舟不

再只是河面上的竞速工具，

更成为连接城市与乡村、传

统与现代的“文化脐带”。

南海的实践告诉我

们：当龙舟从竞技赛事

升级为生活方式，从文

化符号蝶变为城市的

文化 IP，其承载的已

不仅是乡愁记忆，

更是一座城市向

新而生的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