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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媒体背景下洛阳市城市形象传播研究
郭星艺

（洛阳科技职业学院，河南 洛阳 471000）

摘要：城市形象对于城市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不仅仅

代表着城市，同时也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洛阳是

一座具有悠久历史底蕴的文化古城。当代洛阳兼具现代与传统两

种特征于一身，既是时尚和简约的结合，同时也是“气质”与“外

观层次”的体现，它既是一座非常适合生活居住的生活化城市，

也是能够工作的现代化都市，给人带来不同的感觉。随着融媒体

时代的到来，受众获取信息的途径更加的多样化。复杂化人性化，

此外，其传播技术、传播观念以及手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对此，

本文就融媒体背景下洛阳市城市形象传播研究进行了分析，希望

为广大教师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借鉴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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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市，简称“洛”，是河南省的一个地级市，面经总共

15230 平方千米，位于河南省的西部。洛阳市具有悠远的文化历史，

是华西文明的最早发祥地之一，同时也是我国丝绸之路东方的起

点。在融媒体背景下，洛阳的城市形象非常的重要，为了洛阳能

够更好地发展，各级领导部门需要统筹资源，积极协调，共同维

护洛阳形象。对于居住在城市内的人们来说，城市形象传播可达

到凝聚人心，增强市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荣誉感的作用。现代

城市的发展离不开现代的城市居民，城市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高

素质现代化的居民；而城市居民则享受着现代城市的繁荣，在城

市中安居乐业，并从中获取精神支持。在城市形象传播过程中，

城市与居民可以通过传媒良性循环，传媒作为中间载体，拉近了

城市与居民的距离，城市形象传播的过程中，随着居民认同感的

逐渐增强，也会培养出居民的自觉意识，主动参与城市品牌建设

的进程。城市形象传播的对外作用，则以独特的城市文化为载体，

形成国际名片，提升整座城市的国际影响力。自然景观、公共设

施、经济发展、社会面貌及政治表达等城市形象元素通过媒体的

信息表征，全方位、立体化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城市的历史积淀、

传承变迁所形成的带有典型区域标签的环境因素和人文因素，在

全球化信息传播的推动下，吸引着世界的目光。

一、千年古都看洛阳

洛阳市是中华文明数千年发展的最好见证者。经过调查研究

得知，洛阳市的建成史将近四千年，而它的文明史将近五千多年，

都城一千五边多年的历史，这代表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同时

也是探究中华文明的根本所在。李白的《静夜思》中有句诗句：“举

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洛阳就是被人们公认的“河洛郎”的故乡。

在 2020 年，央视中秋晚会在洛阳举办，这一幕不知道使多少海外

古人怀念起家乡？大谷关，是大谷关客家镇的客家人纪念馆。根

据市政府的规划，在 2020 年底，客家之源纪念馆和大谷古道基本

完工，而大谷关在 2021 牡丹节之前基本完工。它不仅仅是一幢普

通建筑，同时也是洛阳客家精神的家园，黄河文化的地标建筑，

这些建筑的建成，对于打造洛阳客家祖籍的品牌，促进洛阳成为

国际文化交流中心有着重要的作用。

洛阳最具核心上的优势就是文化上的优势。近些年来，洛阳

市政府大力挖掘和发展历史文化一场，坚持产业传承和发展。为

了加快创新机制的构建和文化遗产方面的保护，积极参与大运河

文化带、黄河文化带的建设和完善工作，精心建设一批文化旅游

风景区，使有着“东方博物馆之都”“中国第一帝王之都”等城

市名片的洛阳市不断完善起来，让他们在世界上的知名度得到显

著的提升。随着新的文化地标的出现，古老的文化和深厚的历史

彻底“火”起来了，这座城市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在

多个平台上，关于洛阳的城市话题点击率非常的高。

二、文化旅游不断创新

中央电视台曾经认为：“洛阳正在用一种全新的方式来诠释

中华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融合的含义”。河洛文化旅游节是在秋

季举办的。在 2020 年，央视中秋晚会以及文化旅游活动都是在洛

阳举办的。洛阳市继续将“文化”与旅游进行融合，坚持以“文

化旅游”地观念进行发展，以“旅游”为主要载体，以“融合”

为主要方式，将“物理结合”发展为“化学反应”。从老城区熙

熙攘攘的夜市生活景象到龙门山、上划船的灯火，从应天门壮观

的灯光秀到古色古香的洛邑，从 2020 年的五月起，洛阳就开始持

续推出夜游产品，开始着手打造“八点古都”旅游品牌形象，使

得消费水平和消费潜能被不断提升，文化旅游品牌更加的响亮。

此时，以资源整合、服务升级、产业升级为特征的旅游业正在蓬

勃发展。洛阳将充分利用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景观资源进行

整合，使其连点成线、精雕细琢，打造出广受欢迎的旅游品牌。

我国文化旅游业正在朝着国家旅游示范区的目标前进，厚重的历

史文化底蕴是一个城市内在的血肉，而外在的提升则是支撑一座

城市不断向前发展的一种软性力量。依洛的四江、禅江汇合，碧

波荡漾，水禽栖息。洛阳市大运河的全面修葺，使得黄河主干支

流常年安然无恙，脸干的花草树木枝叶茂盛。伊河与黄河是这座

城市的“绿色肺”。全市共有漯河书院 193 个，景区 273 个，“幸

福之路”共计 360 公里，驱车行驶其中，就能看到一片绿意盎然。

三、洛阳市品牌的形象与价值分析

洛阳市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悠久、经历朝代最多、最早建立的

城市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是我国 5000 年历史的见证者。

偃师商城，夏都斟邮，汉魏故城，隋唐洛阳城，东周王城，从洛

河由东到西，组成了“五都贯洛”，这些存在史书上的文字，无

一不是在述说着洛阳曾经的荣光。中国的四大名砚之一：洛阳澄

泥砚、新安虢州澄泥砚。洛阳牡丹石，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珍贵

的矿石资源，同时也是世界奇石之一，中国偃师、寇店、五龙村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牡丹石产地。洛阳唐三彩同样也是中国古代

陶瓷技艺的瑰宝，它起源于南北朝，在我国唐代开始盛行，以洛

阳为中心，开始向外界发展。在史书中鼎鼎大名的洛阳曲艺就是

起源于明朝弘治时期，这些曲调原本是南北小调的散曲和里巷小

调进行融合，后来由民间乐曲发展而来，从开封流传到南阳、洛

阳。龙门石窟是中国四大岩洞之一，它的历史同样源远流长，经

历了无数的朝代。在北魏时期的各种洞穴之中，古阳洞、宾阳洞、

莲花洞和石窟寺是最具代表性的，现存佛像 97000 多件以规模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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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卢舍那大佛”为代表。

四、打造洛阳新形象

洛阳城是全国重点发展城市，全国的重点工程中有七个在洛

阳。现今洛阳已经跻身到全国工业重镇行列。“十三五”以来，

洛阳又迎来了发展、壮大的机会。随着自由贸易区、自创区以及

区域中心城市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出台中国洛阳综合保税区、河

洛文化生态保税区以及中国（洛阳）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等一系

列重大工程获得批准。早在 2009 年，全市工业增长 16.5%，在高

质量发展中，四链融合释放出“裂变效应”，为高质量发展注入

了创新活力。目前，随着洛阳科技成果直通车系列的正式启动，

以政府为主要平台、整合各种资源，拓宽转化推进，是洛阳人才

队伍、企业以及高校的创新结果得以充分地展现，同实验室到工

业应用，打通最后“一公里”转化成为实际生产力，这对促进洛

阳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钟重要的现实意义。洛阳近些年来，

一直坚持以市场经济为导向，努力将科学技术转化为实际生产力。

同时，要围绕发展提供高质量的科学技术服务，推进洛阳金融市

场的建设和发展，积极利用大市场建设投入服务的科技中介超市，

打造线上线下网络平台服务大厅，提供政策咨询、知识产权、企

业孵化、技术转移、技术与金融、认证测试等技术服务，实现“科

技中介不用到互联网去找，金融贷款不用跑到银行，政策信息不

用问政府”，让科技资源真正流动起来。健全科学研究评价制度，

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移转化、收入分配等体制机制，以促

进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为企业发展方向，制定科技成果转化、

市场化、产业化为企业发展方向，加快科技成果转化。“院士洛

阳行”，邀请国内外著名的院士、学者到洛阳进行“会诊”，创

新发展，签订了多项院士合作计划；清华大学“三创”国际先进

制造大赛在洛阳举行。中国先进制造业创新创业大赛总决赛在洛

阳“绽放”了四届。一系列具有业界影响的展览和活动，汇集了

大量的技术与工程，促进了更多的前沿技术成果的不断涌现。

五、融媒体下的洛阳城市形象建设路径

首先，在融媒体背景下，城市形象建设应当注重传播方式的

改革与创新。我们能够看到，在以往的城市形象建设过程中，大

多依赖旧式媒体方式来进行宣传和传播，这显然是不符合时代发

展趋势的。当前，在新时期，不少城市也加快运用新媒体来创新

城市建设过程中的传播路径，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效。以洛阳当地

为例，这些年洛阳承办了《奔跑吧兄弟》等一系列综艺节目，有

着广泛的受众群体，这种文化产业与娱乐产业相结合的方式也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洛阳市的影响力，树立了良好的城市形象。同

时，我们也能够看到，在城市形象建设中，文化产业的整合也是

很有必要的，对此，我们需要改变以往的思维模式，积极将传统

内容与旅游文化等产业进行融合，在此基础上，依托融媒体方式

来开创市场，打开一条创新化的城市形象建设路径。其次，在融

媒体背景下，城市形象建设还需注重新媒介的应用，不断依托城

市建设来获取广泛的群众支持，尤其是在网络化时代，智能手机

以及互联网的普及，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城市形象建设平台，

我们应当明白网络文化以及融媒体建设也属于城市形象建设的一

部分，切实做好网络城市形象塑造和特色品牌建设工作，重点本

着“以人为本”的理念，依托网络融媒体方式来开辟洛阳网络城

市建设平台，宣传以人为本的城市建设理念，结合洛阳当地文化

特点，构建具有洛阳特色的融媒体形象，积极通过城市宣传片、

影视作品等方式来实现现代化洛阳形象的塑造，增强群众的幸福

感，满足他们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在此基础上，要搭建一个良

好的反馈机制，注重对城市品牌营造过程中营销效果的反馈，重

视利用融媒体手段，结合大数据手段来对大众需求进行统计以及

策略，精准把握广大群众的需求与反映，然后适时地调整城市形

象建设计划与方案，让城市形象建设能够与大众需求相契合。例如，

在具体的城市形象建设过程中，洛阳市相关部门可通过网络问卷、

收视率调查等方式来对大众的需求进行统计分析，结合他们的实

际需求来对媒介形式等进行调整，完善网络城市形象建设方案等

等，最终将洛阳市建设成一个群众喜欢、热爱的现代化城市。

六、融媒体时代城市形象微平台的运用

在融媒体时代，城市形象建设要在注重微平台搭建运用的同

时，不断拓展平台自身的服务范围，持续做好平台系统的优化工

作。当前，面对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城市形象建设过程中的广告

运用方式也迎来了创新契机，我们不能将视角局限于传统的报纸

广告或者电视广告，而是要结合当前大众的网络和媒体运用习惯，

积极开辟微信、微博等为平台来助力城市形象建设。对此，洛阳

市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结合时代发展形势，从全媒体角度出发，积

极依托微博、微信、抖音等现代化的为平台来加强政策宣传，不

断扩大自身的服务范围，有效提升城市形象。此外，还有注重经

营方式方面的改革，引领更多群体参与到城市形象建设中来。具

体来说，洛阳市政府相关部门要在建设微平台的同时，加快完善

相关咨询系统建设工作，要致力依托微平台来将城市建设进行更

广泛的推广，同时，要积极引导城市商业运作以及产业改革，不

断拓展文化类产业的服务领域，如可积极推动文创产业融合，结

合自身的品牌建设来打开大众的消费大门，依托产业力量助力城

市文化传播。

七、结语

总的来说，在融媒体时代，洛阳市的城市文化形象建设与传

播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对此，我们应当立足自身的文化底蕴和发

展特色，积极运用融媒体的方式来创新城市形象建设路径，塑造

与广大群众需求相契合并且具有洛阳市特色的良好城市形象，加

深大众对于大美洛阳的印象，同时不断焕发洛阳的生机，彰显独

特魅力，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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