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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媒体语境下促进新疆旅游形象的构建与传播的

研究 

——以抖音 APP 为例 
杨  珉1  于庆伟2 

（1.中共阿克苏地委党校  新疆阿克苏  842000；2.新疆理工学院  新疆阿克苏  842000） 

【摘  要】在自媒体时代下，利用新媒介手段与当地景观、人文相结合推广当地旅游形象，越来越受到大众的关注认

可。基于这一背景，笔者通过研究在自媒体时代，当前“抖音”短视频对新疆旅游形象构建与传播的主要

内容，分析“抖音”短视频在新疆旅游形象的构建与传播中的优势与不足，并提出优化建议。笔者希望通

过本文能对当前的新疆旅游形象构建与传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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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份，无论是自然景观，

还是人文风情，都具有国内其他地区所无法比拟的多样性

和独特性，旅游产业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随着国家旅游

战略的颁布，特别是自媒体产业、网络传播方式的快速发

展，旅游形象的构建和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 

1  “抖音”短视频对新疆旅游形象构建与传播概况 

吴必虎（2000）认为旅游形象包含旅游者对某一地区

的评价、旅游者对某地区的整体认知。宋章海（2000）认

为切实的深层次的了解旅游地，树立正确的旅游目的地形

象有助于推动旅游目的地的发展。新疆作为经济落后地

区，在传统媒体的框架下有天然的劣势，一方面存在感较

低，知名度不足。而偏远的地理位置，落后的基础设施又

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局面。另一方面宣传手段、技术等方面

也比较落后，无法博得大众的关注和青睐。所以新疆的旅

游业一直缺乏有效的宣传，旅游产业发展缓慢，旅游影响

力较小。 

随着“抖音”短视频成为引领新时代的“百科参考书”

之后，许多人在制定旅游计划时，会习惯性地通过“抖音”，

来搜索旅游目的地的相关信息，以此作为参考。鉴于此，

新疆当地也趁势涌现出一批关于介绍新疆当地美食美景、

人文风情、自驾游攻略、民宿信息等的“抖音”账号，以

此来激发人们对新疆的兴趣，重塑新疆旅游形象。 

经过不断地努力，新疆本土已发展出一批“网红”账

号，例如，“贺局长说伊犁”“谁最新疆”“古丽讲新疆”

“这里是新疆”“石榴熟了”，等等。这些“网红”账号，

都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他们或用风趣幽默的语

言，或呈现壮丽磅礴的美景，或介绍诱人的美食，并与现

代拍摄技术相结合，在网络上展现了“大美新疆”的独特

魅力，使得人们耳目一新，心向往之。所以这两年虽遭到

了疫情的冲击，但新疆的旅游业依然有不俗的表现，据携

程网的数据显示，2021 年国内十大热门旅游城市中，乌

鲁木齐和伊宁跻身其中。 

2  “抖音”短视频对促进新疆旅游形象元素构建与
传播的主要内容 

在传统的传播途径中，经济发达、人口规模庞大的省

市更有话语权，更容易吸引游客，便利的交通，完善的基

础设施也让其更具有旅游竞争力。而短视频的兴起，给偏

远的欠发达省市“弯道超车”的机会，例如，西部城市重

庆、成都、西安凭借其独特的文化在“抖音”播放量超过

了“北上广”等超一线城市，其成功的经验也为新疆的新

疆目前在“抖音”短视频营销提供借鉴。目前来看新疆“抖

音”短视频旅游营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展现新疆大美风光 
地广人稀、美女如云、异域风情浓厚，可能是新疆最

广为人知的标签。但事实上，这个拥有世界级旅游资源的

地区，却因经济欠发达、路途遥远、宣传不到位，成为处

在国内旅游业边缘地带的“遗珠”。 
随着自媒体短视频的兴起，通过他人的镜头、视角，

人们看到新疆的莽莽草原、雪山圣湖、百里花海、壮美大

漠等自然景观。新疆旅游类“抖音”短视频的浏览流量表

明，这些独特的旅游形象元素对大众是非常具有吸引力

的。例如，伊犁州文旅局副局长贺娇龙拍摄的“雪中策马

奔腾”短视频，点击量达到了 5.2 亿，转载次数达 865 万。

甚至“火到出圈”，一度被网友刷上微博头条，可见“抖

音”短视频的影响力之大。而且相较于传统媒体而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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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宣传方式成本更低、传播速度更快、受众面更广，对新

疆的旅游形象宣传效果更佳。 
2.2  展现新疆歌舞魅力 
新疆自古就是一个歌舞之乡，多民族文化汇聚碰撞的

天堂。新疆歌舞蓬勃舒展、直抒胸臆、热烈绮丽，异域风

情浓厚，非常具有特点。 

从短视频的宣传特点来看，要想从网络上海量的短视

频内容中脱颖而出，成功抓住人们的眼球，从而达到宣传

效果，内容上必须短小精悍、独特新颖，才能被人们所留

意到。而新疆歌舞正符合这一点，从服饰、节奏、动作等

方面都与内地传统歌舞有着较大的区别，具有强烈的记忆

点。 

2019 年，著名新疆演员佟丽娅的歌舞剧《在远方在

这里》中的片段，在“抖音”上大火，短短几天，点赞量

破亿，让无数网友感叹“神仙起舞”。新疆音乐人蛋糕姐

姐，在“抖音”上翻唱了具有浓郁风情的新疆歌曲《法图

麦》，引起翻唱热潮等等。依托“短视频”的展现方式，

充分展现了新疆歌舞所具有的独特魅力，特别是以维吾尔

族舞蹈为代表的歌舞文化，与现代歌舞编排风格相结合，

在全国各地众多旅游宣传短视频中脱颖而出，大放异彩。 
2.3  展现别具特色的新疆美食 
“民以食为天”，推荐旅游特色时，必不可少的就是

当地特色美食。“抖音”短视频通过新疆特色美食制作方

法介绍、新疆美食吃播、“网红”探店等各种形式，宣传

新疆特色美食。例如，2019 年，抖音上发起的“挑战新

疆爆辣炒米粉”的活动，共计有 2.5 亿播放量，吸引了大

量目光。活动还引来了更多的美食主播、网络红人品尝推

荐新疆美食，随后越来越多的新疆美食出现在短视频平

台。目前较为活跃的新疆美食主播有“新疆味道”“谁最

新疆”“崔社长”等。通过抖音推广，独具特色的新疆美

食也成了新的“网红爆款”，成功吸引全国各地美食爱好

者慕名前来旅游“打卡”。 

区别于传统的美食节目，如舌尖系列、食在囧途、味

道等的长篇大制作、大环境、大投入制作的精美视频，短

视频的内容更加接地气，制定成本更低，传播速度更快。

各类美食通过主播的“大快朵颐”直观地展现出来，更能

引起观看者品尝的冲动。 

3  “抖音”短视频对新疆旅游形象元素构建与传播
的优势 

据数据显示，短视频用户的规模，从 2016 年的 1.53

亿人，迅速增长到 2020 年的 7.22 亿人。如此庞大的用户

群体，引爆了短视频的商业价值。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新疆旅游的网络宣传也进入发展的快车道。近年来，新疆

接待境内外游客人次节节升高：2017 年突破 1 亿人次，

2019 年更是突破 2 亿人次，2020 年在疫情严重冲击下也

超过 1.58 亿人次，2021 年 1—6 月已接待游客 8800 多万

人次。2019 年，根据文旅部公布的各省市旅游收入的数

据显示，新疆成为旅游收入攀升最迅速的省份，同比增长

高达 74%。继 2017 年西南旅游特别是贵州旅游大热后 ，

2018 年又掀起西北旅游特别是新疆旅游热。 
3.1  立体化展示新疆的旅游形象元素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占全国六分之一的国土面积。广

袤的土地，使这里拥有除了海洋以外，几乎所有类型的自

然景观。传统的图片、文字根本无法多元、立体的展现新

疆丰富的自然景观。甚至，在传统的宣传中经常使用大漠

戈壁等景观，营造一种人烟稀少、荒凉偏僻的意境，造成

了大众对新疆的单一、刻板的旅游形象，降低了当地的旅

游吸引力。 

自媒体短视频的兴起，通过视频剪辑、延时拍摄等方

式，将新疆的壮美景色，歌舞美人，特色美食等要素全方

位的展现，赢得了网友的广泛关注。除此之外，新疆是一

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多元文化在这里交融碰撞。随着“深

度游”“人文游”等兴起，旅游的选择日益多样化，游客

更愿意参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感受新疆少数民族的人

文风情。 
3.2  精准推广旅游消费群体 
据统计，抖音短视频的用户中，35 岁以上群体占比 7

成，一二线城市用户占比较高。该用户群体对消闲娱乐有

较大需求，且具有较高的消费能力和空余时间支配能力。

而“抖音大数据”功能，可以通过对用户搜索、播放习惯

等行为的分析，根据用户的兴趣爱好，做出针对性的发送。

这样就加大了传播的有效率和速度，形成有效宣传，促进

目标群体线上线下的有效联动，延伸内容传播的热度和广

度，催生出线下的实际出游活动。 

以往新疆旅游的主体是疆内人群，随着这两年的新疆

旅游形象短视频推广，新疆旅游的对外知名度明显提升。

根据新疆文旅部门最新统计，今年 1 月至 6 月新疆接待疆

外游客数量已经远超 2019 年的同期水平，尤其是外地游

客量暴增，今年上半年已实现旅游收入 339.35 亿元，带

动了当地第三产业的发展。 
3.3  互动体验式分享促进二次传播 
新媒介的广泛应用已潜移默化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

运行方式，通过参与式文化和体验式消费，将社交与消费，

线上与线下贯通。在旅游类短视频中发布者一般以个人视

角挖掘、分享路途上的所见所闻所感，吸引更多的网友前

来“打卡”，并将“打卡”过程分享在各自短视频账号中，

参与“话题”，从而对当地进行二次传播，扩大宣传受众

面，增加当地旅游资源的知名度，成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

重要方式。这种二次传播就像 KOL（关键意见领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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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由意见领袖发出倡导并亲身经历再传播开来，让一大

批“追随者“尝鲜，并发布自己的个人直观体验，从而让

这个话题持续“引流”，并吸引“模仿”，从而达到促进旅

游消费的目的。 

  

（新旅界，疫情再度“逼停”旅游业背后：上半年多省游客量已超 2019 年同期，https：//www.163.com/dy/article/ 
GH4GE9E0 0519B14G.html） 

4  “抖音”短视频对促进新疆旅游形象构建与传播
的思考 

作为全新的社交文化形态，短视频从 2011 年移动互

联网大潮的初露锋芒，到 2016 年具有“内容与融资齐头

并进，形式与渠道并驾齐驱”的发展模式，笔者认为新疆

作为后发展省市，面临着旅游形象单一、短视频创作理念

落后、自媒体人才匮乏、旅游基础设施薄弱等短板。要想

迎头赶上短视频的商业红利，新疆在“抖音”短视频旅游

形象构建与传播中需要注重以下几点： 
4.1  挖掘新疆文化要素，深度推广旅游形象 
游客认知中的新疆主要以大漠、草原为主，新疆体旅

游形象认知程度较低，其中旅游文化内涵的宣传广度和深

度还有待提升。创新旅游形象宣传模式，在加深原有旅游

形象的基础上，以新疆本土文化为底蕴，全面实现新疆文

化行业与旅游行业的协同发展模式。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

是旅游市场不断提升竞争力的重要途经之一，围绕文化要

素营造景区氛围，以文化产生的内在引力，增加旅游客流

量。新疆幅员辽阔，大部分的旅游时间都是在路途中，于

是发掘文化旅游项目对增强旅游的趣味性和体验感都较

为重要。近些年新疆大力开发文旅项目，如喀什古城、可

可托海、禾木村等，打造了一批优质文化产品，如实景音

乐剧《昆仑之约》、民族歌舞剧《千回西域》、巴音布鲁克

那达慕大会等，都取得了较好的市场反馈，对深度推广新

疆旅游形象，做出了有益探索。 
4.2  政府引领，不断提高“抖音”短视频对新疆 

旅游形象构建与传播的能力 
由于新疆“抖音”短视频宣传行业起步较晚，基础薄

弱、人才匮乏，所以由政府官方来牵头搭台，就显得尤为

重要。国内已有许多旅游城市，成功与“抖音”平台达成

合作，从而成功扩大当地的知名度，提升旅游话题热度。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旅厅也在加快探索自媒体短视频传

播的实践，例如，开发上线了“视频号•新疆文旅之声”“视

频号•Hi 疆小游”“抖音号•新疆是个好地方”，等等，视频

制作和文案设计上都有所突破。但由于短视频营销，在信

息接收形式上偏于被动，即使短视频制作精良，但如果无

法被更多的用户关注到，没有“流量”，也很难以达到宣

传效果。笔者研究发现，在短视频传播的平台上一般而言，

流量大的作品，背后都会有专业团队进行内容策划、拍摄

剪辑制作，后期宣发运营。因此新疆官方需要建立一支专

业的技术、宣传运营团队，来帮助新疆旅游类优质短视频

推广，才能将“抖音”短视频的宣传作用发挥到最大。 
4.3  重视自媒体产业发展，培养自媒体人才 
新疆拥有极为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资源，但是把这

些资源，通过镜头转化成为更具吸引力和感染力的短视频

需要大量自媒体人才支持。新疆各地州县市也在积极的探

索通过短视频宣传、直播带货等方式促进就业，带动当地

企业发展。但是由于专业人才匮乏，一般是当地政府工作

人员牵头推进，虽然基层干部有热情，但“术业有专攻”，

非专业人员直播带货，还是较难取得反响。即便是贺娇龙

局长的“爆火”，背后也离不开大量短视频拍摄运营知识

的积累和多年的探索实践。 

当前“抖音”短视频行业竞争激烈，要想突围而出，

对自媒体人才的专业性素养要求较高。不仅需要在此方面

拥有相关经验，同时也需要对品牌传播学、自媒体制作技

术应用、美学等方面有所要求。短视频运营人员还必须充

分了解自媒体传播领域的传播规律、关键节点。才能将新

疆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相碰撞的独特风情，演

化成独特的展现风格，从而实现相应的传播效果。并且要

注重“粉丝”维护，做到及时更新、及时发布，让粉丝能

够有所回应、有所期待。注意捕捉当前网络热点，不间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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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造“话题”或“挑战”，维持热度和流量，从而进一

步提升新疆的旅游影响力，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自媒体人才队伍建设要注重“引进来”和“走出去”

相结合。由文旅部门牵头，充分利用援疆资源，对发达省

市的自媒体行业进行考察学习，争取“跟班培训”的机会。

或设立优惠条件吸引发达省市的短视频制作运营团队，来

疆干事创业，以便快速提升本地区相关部门自媒体运营的

职业素养的运营能力。除此之外，加大对当地的“抖音”

网红的合作和培训，促进当地“抖音”网红与当地企业、

旅游景点的合作，进一步提升本土“抖音”账号和自媒体

企业的“引流”能力。 
4.4  改善新疆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优化旅游体验 
短视频之所以深受年轻人的喜爱，除了它简短、直观、

感染力强外，其“人人皆可参与”的互动性，也是其快速

发展，并促成年轻人们实现从线上到线下的“狂欢仪式”

的重要原因。因此，良好的旅游体验会在二次传播中形成

口碑效益，不管是赞美还是吐槽，都会被快速展现出来，

让人们更直观、全方位的了解当地旅游体验感。因此留住

“流量”，避免昙花一现，才是旅游开发的长久之计。 
2020 年“丁真现象”成为中国互联网标志性事件。

丁真的“火爆全网”是意外，但是理塘县接住了“顶级流

量”证明了理塘县的旅游开发工作绝非一日之功。在丁真

出现以前，理塘已经开发了勒通古镇•千户藏寨景区，仓

央嘉措博物馆，举办赛马节、康巴百汉秀、仓央嘉措诗歌

节等活动。丁真“火了”之后，给理塘当地带来了源源不

断的流量，使当地的当季酒店预定了增长 89%，机票预订

量增长超 5 成，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富了当地群众的

“口袋”。 

2020 年冬季开始，随着新疆“抖音”旅游营销效果

发酵，新疆部分景区迎来了游客量暴增。但同时也暴露出

新疆旅游景区存在短板和不足。因此，不断提升新疆旅游

服务接待能力是实现“旅游兴疆”的重要基础。尤其是提

升服务质量，优化治理水平，培养高水准的旅游业从业人

员，加强景区的垃圾污水处理能力等，创造优越的旅游环

境，是保证新疆旅游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根据新疆

自治区文旅厅统计截至 2021 年 6 月底，今年新疆政府性

投资文化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续建、新建项目总计 130
个，项目总投资约 97.12 亿元，旨在持续改善新疆旅游基

础设施建设。 

5  结语 

1964 年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一书中

提出“媒介即信息”。他指出每一种新媒介的产生，都开

创了新的社会生活方式和社会行为方式。自媒体时代衍生

出了“流量社会”和“流量经济”，“注意力”便成了当前

社会的核心资源。笔者认为借助“抖音”平台，大数据处

理手段，精准把握游客认知感受、消费偏好、打卡反馈，

以优质的自媒体短视频内容为“热点”，高质量的旅游体

验为支撑，赢得大众的“注意力”，大力提升新疆旅游形

象的内在文化元素与外在资源优势核心吸引力，推动新疆

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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