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尧引 言

进入 21 世纪以来袁中央 1 号文件聚焦野三农冶袁
明确野三农冶问题是新时代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

重袁特别是强调推动富有巨大潜力的乡村文创产业

发展渊见表 1冤遥 党的十九大提出野乡村振兴冶战略袁
全方位推动乡村振兴袁其中乡村文化振兴是重要一

环遥推动乡村文化振兴的核心是寻求乡村文化提质

增效之路袁不断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袁这构成了历

年来党和国家关于乡村文化建设的一条主线遥
发展乡村文创是提升乡村文化软实力的重要

途径,而当前乡村文创亟需走品牌化之路遥其一袁新
时代我国乡村经济亟待向提质增效转型发展遥 在

这种环境下袁乡村文创产品渊服务冤供给不足尧质量

不高袁乡村文创品牌培育不够袁这些成为乡村振兴

战略中需要重点解决的问题遥 其二袁农产品的供给

要以新时代人们的消费习惯和消费需求为导向袁
重视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方向转变袁 做好市场细

分渊Market Segmentation冤尧市场选择渊Market Targe-
ting冤尧 市场定位渊Market Positioning冤袁乡村文创及

其品牌化建设成为推动此转向的重要抓手遥 第三袁
中国乡村文化的价值和功能尚未完全发挥遥 乡村

文化积累了多样化的文化要素和文化特色袁 形成

了无法抹除的深厚文化记忆袁 这是中国乡村文化

的显著特点遥 但是伴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过程袁
乡村文化的价值被忽视和遗忘袁 脱离乡村价值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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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项目建设往往忽视了乡村固有的社会结构和

文化体系袁乡村文创产业的功能尧价值和优势尚未

得到完全的发挥遥 第四袁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深度不够遥 目前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巨大

价值不断显现袁 但是与之对应的是农村在产业融

合方面的探索还处于起步阶段袁融合层次浅尧融合

程度低尧融合主体带动能力不强尧连接机制不够稳

固等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的解决袁 阻碍和困扰了

农村产业实现融合升级的目标袁 而促进乡村一二

三产业融合问题解决的一个重要抓手就是大力发

展乡村文创及其品牌化建设遥 伴随着新一轮的技

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袁以文创品牌为引领袁推动乡村

文化产业转型升级袁 从根本上提升乡村文化软实

力袁是新时代乡村文化振兴的重要路径遥

表 1 新世纪以来谋划农村文创发展的国家重要政策

二尧品牌定位理论研究的文献回顾

品牌定位渊Brand Positioning冤理论历经 USP 理

论尧品牌形象论尧定位理论尧重新定位理论 4 个发

展阶段遥艾窑里斯渊Al Ries冤与杰克窑特劳特渊Jack T-

rout冤于 1969 年提出野定位冶概念[1]遥在野定位冶概念的

基础上 Harrison尧Greenley尧Kalafatis 先后提出了产

品定位[2]尧市场定位[3]等概念遥 20 世纪 90 年代野企业

定位冶成为重点关注领域袁如企业品牌定位[4]尧企业

广告定位[5]尧企业产品定位分析模型[3]尧企业营销定

位的市场心理测量模型[6]尧企业战略定位模式[7]等遥
进入新世纪以后定位理论研究进入了重新定

位理论研究阶段遥 里斯和特劳特将品牌定位与客

户心智相联系袁视客户心智为战场袁打造品牌就是

要在预期客户心智战争中取得主导地位遥 他们认

为要把营销活动的重心由野产品功能冶转向野用户

心智冶袁真正目标在于野确保产品在预期客户头脑

占据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地位冶[8]袁其核心体现为 野一
个中心尧两个基本点冶袁即以野打造品牌冶为中心袁以
野竞争导向冶和野消费者心智冶为基本点遥 通过在潜

在用户的心中塑造一个明晰的尧有差异化的尧符合

用户需求的品牌形象袁 让品牌在用户的心智阶梯

中占据有利地位袁 从而与用户之间建立长期稳定

的关系袁提升品牌的竞争力遥 随后袁Rik Riezebos 等
从产品功能和产品表意两个层面提出了定位二维

度理论袁 认为产品功能着眼于满足客户对产品质

量尧属性等消费要求袁表意则是满足客户的情感体

验和精神需求[9]遥 艾窑里斯和女儿劳拉窑里斯对定位

理论进行了延续和修正袁他们认为品牌是一个品类

的代表袁赢得客户心智的最好途径是在品类中形成

特定的品牌形象袁一旦某个品类在消费者心智中失

去位置袁品牌也会随之衰落 [8]曰视觉形象更具情感

性尧识别性袁更易获得人们广泛的认知袁可以通过

野视觉锤冶将野概念的钉子冶植入消费者心智袁从而

强有力地表达品牌的特性[10]遥 从上可看出袁在移动

互联网时代袁媒体尧渠道尧用户尧竞品都发生了巨大

变化的背景下袁 品牌难以仅仅依靠洗脑式的机械

灌输概念来达成定位的目标遥 因此袁体验经济时代

的品牌塑造仍需要围绕用户心智发力袁 但品牌价

值的传递应该从传播导向转变为体验导向遥
20 世纪 90 年代定位理论进入中国后袁国内学

者开展了广泛的讨论袁 主要侧重点在品牌定位的

策略尧过程尧路径尧机制上[11]袁重视实证研究和经验

总结袁但是在理论创新方面鲜有建树遥 学界研究的

主要演进方向有 3 个袁分别是广告营销尧认知心理尧

时间 政策文件 重要举措

2006.2.21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推进社会主义新
农村建设的若干意
见曳(第 8 个 野中央一
号冶文件)

鼓励农民兴办文化产业

2016.1.27

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
于落实发展新理念
加快农业现代化实
现全面小康目标的
若干意见曳渊第 18 个
野中央一号冶文件冤

指出了重点产业门类袁野依托农村绿水青山尧田园
风光尧乡土文化等资源袁大力发展休闲度假尧旅游
观光尧养老尧创意农业尧农耕体验尧乡村手工艺等
产业袁发展具有历史记忆尧地域特点尧民族风情的
特色小镇遥

2017.10.18 党的十九大报告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袁并写入党章遥

2017.12.18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乡村经济发展将成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
重要新方向尧新蓝海和新引擎袁意味着乡村经济
发展面临着重大新机遇曰 农村的一二三产业融
和尧大数据尧互联网尧物联网等信息产业与农业融
和将成为未来乡村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和技术
支撑遥

2018.2.4
叶关于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意见曳 (第 20
个野中央一号冶文件)

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面部署袁提出野按
照产业兴旺尧生态宜居尧乡风文明尧治理有效尧生
活富裕的总要求袁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
制和政策体系袁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尧政治建
设尧文化建设尧社会建设尧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
设冶遥

2018.9.26
中共中央尧 国务院
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渊2018-2022冤曳

对发展乡村文化提出了详细规划袁重点包括重塑
乡村文化生态尧发展乡村特色文化产业和健全公
共文化服务体系遥提出在原有传统工艺基础上实
现品牌化尧高质化的提升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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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定位譹訛遥 以上成果对定位理论的内涵和实践进

行了丰富和发展遥
以上研究有 3 个方面的启示院 一是新时代品

牌定位的核心基础是野挖掘自身独特的价值袁调配

一切资源袁和消费者建立有效的沟通和连接冶曰二是

新时代品牌定位的营销方法是构建关系袁 移动互

联时代的消费者在情感上的需求将超过对产品本

身的需求袁这也是未来品牌的重要发力点曰三是要

充分发挥视觉传播的功效袁 在形象传播中植入很

强的生活化尧娱乐化袁以塑造和展现品牌独特的价

值袁要根据自身特点制定传播渠道策略袁实现精准

定位袁 切口越小越深入的品牌越容易赢得客户心

智遥

三尧乡村文创品牌塑造的
核心尧基点和要求

何谓乡村文创品牌钥 乡村文创品牌包含 3 个

层面院一是体现鲜明的原乡文化特质和形象袁能够

使所代表的乡村组织和其他组织相区别遥 二是形

成市场竞争效应袁即能够在同品类项目渊产品冤市
场竞争中赢得客户的心智遥 三是品牌可以使乡村

组织成为同类产品服务的典型代表袁 即打造的乡

土文化品牌袁能形成乡村文创的品牌效应袁对内提

升民众归属感与凝聚力袁对外提升文化影响力袁在
目标地域范围能提升乡土文化的知名度与美誉

度袁实现乡村文创品牌对乡风文明的促进作用遥

渊一冤原乡文化院乡村文创品牌塑造的核心

近年来袁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引导和作用下袁乡
村文化开始复兴并成为凝心聚力的重要力量袁乡
村文化产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快速发展遥 但是袁从
产业发展的品质视角来看袁 乡村文创产业的发展

并不均衡和科学袁 在整体视域下的乡村文创产业

潜力巨大袁但是面临诸多现实发展困境袁其起步阶

段依靠粗放式的资源红利尧人口红利带来的动力尧
效益尧优势逐渐丧失袁低水平扩张尧重复性模仿使

得颇具特色的乡村个性逐渐丧失袁 这严重影响到

人们对乡村文创的认同感和获得感遥
原乡文化是增强乡民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的

关键要素遥何谓原乡文化钥 野原乡冶原指中国台湾客

家人对大陆故乡的称号袁 其文化形态后指传承着

乡土历史记忆尧 原真记忆的乡村原生态自然历史

文化[12]遥野原乡文化冶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产生于

乡村土壤的地方性知识袁包括乡村生产生活文化尧
乡村历史文化尧乡村民俗文化尧乡村艺术文化尧乡
村地理景观文化尧乡村思想观念文化尧乡村教育文

化遥 长期以来袁传统乡村文化作为乡村长期持续稳

定发展的一种重要内生力量袁 为中国传统文化的

建构提供了价值尧道德尧情感尧礼仪尧风俗等多元规

范袁成为中国文化与精神的根基遥 因此袁塑造乡村

文创品牌袁其核心是要深入挖掘原乡文化精髓袁传
承原乡文化遥 传承的原则是在保持原乡文化原真

性的前提下袁 按照新时代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和

民众精神需求袁 推动原乡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遥 传承原乡文化袁首先必须认清乡村历史文

化资源是否具有独特的现代价值尧 是否具有影响

力尧感染力等遥 其次袁选择富有影响力尧感染力的历

史文化资源进行串联尧整合尧提升袁梳理出一条乡

村文化资源主线袁 为乡村文创品牌的文化内涵奠

定基础遥 再是深入了解挖掘乡村民俗尧名人尧传说尧
神话等各种文化资源袁 理清各项文化资源之间的

脉络内涵和联系袁为乡村文创品牌的定位尧传播以

及产业业态提供依据遥 野乡村重构中袁若乡村价值

不能内嵌于乡村旅游之中袁 就会扭曲乡村经济逻

辑的资源配置和乡村文化逻辑的接续传承袁 乡村

旅游开发中项目就无法扎根于乡土袁 导致乡村社

会失去应有的耶秩序爷冶[13]遥 中国台湾眷村就是一个

运用村落独特的文化资产开发设计具有原乡文化

气息的农产品饮食文创包装的一个典型例子遥 眷

村文创品牌野福忠字号冶的野勿忘眷村冶饮食包装设

计袁 充分挖掘中国台湾五六十年代的特殊建筑与

居住形态的文化内涵袁 以眷村原乡文化印象为线

索袁展现乡村日常生活样貌袁运用现代美术意象袁
表达最家常的眷村饮食风味遥 对居民而言袁该产品

设计承载了乡村记忆袁具有很强的文化认同感曰对
于游客来说袁感受到了别具风格的原乡文化袁具有

较强的文化获得感遥

渊二冤独特价值院乡村文创品牌塑造的基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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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

已有研究发现袁品牌是用户体验的一种聚合袁
是一个抽象概念遥 但是对于具体的客户来说袁获取

品牌知识需要经过个体化的体验袁 是一个将认识

碎片重整并结构化的过程遥 对某个品牌进行定位袁
在本质上争夺的是用户的心智资源袁 终极目标是

在预期客户心目中占据相较于竞品的有利位置遥
按照 Rik Riezebos 定位二维度理论袁品牌所传达的

是包含功能价值和非功能价值渊情感价值冤的一种

综合的信息袁在传统的营销活动中袁功能价值是被

宣传和放大的重点袁 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市场

的竞争袁品牌与品牌之间日趋走向同质化袁单纯的

功能视角会导致品牌价值空心化尧 品牌体验碎片

化的问题袁 品牌价值和品牌体验之间会由于二次

失真而形成野品牌鸿沟冶袁从而影响到品牌忠诚和

品牌信任的形成遥 在移动互联的文化传播生态环

境下袁体验经济成为消费经济的主流袁差异化成为

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源泉袁 消费者情感上的需求将

超越对产品本身的需求成为建构品牌价值的重要

发力点遥
乡村文创品牌作为乡村文化与消费者认知互

动融合的产物袁能够带来显著的溢出效应遥 在数千

年的文明流转中袁中国乡村文化形成了丰富遗存袁
拥有独特的生产过程尧文化生态和传播模式袁其在

形成机制上具有独特性袁 在具体内容上具有差异

性袁表达形式上具有乡土性袁其中所蕴含的无形文

化价值是乡村品牌实现差异化的灵魂和关键遥 以

此为出发点袁 塑造乡村文创品牌的定位策略要解

决的基础性问题是明确乡村文创品牌定位的原

则袁具体有院一是在品牌形象的角度袁要充分体现

乡土地域特点袁 能够展现作为地方性知识的原乡

文化曰二是在品牌识别的角度袁要具有独特的乡土

特征袁体现出与其他乡土文创品牌的差异曰三是在

品牌竞争的角度袁要能够有效获得用户的注意袁赢
得客户的心智袁在品类中成为第一遥

如果说上述原则规定了乡村文创品牌定位的

基本方向袁即认识论的问题袁那么在具体的定位实

践上袁 我们还要解决乡村文创品牌定位的目标指

向问题袁即方法论的问题袁具体有院一是在品牌定

位方面袁是否有鲜明的品牌标识的原乡文化元素袁

这种标识应该是在深度挖掘原乡文化特色基础上

建构的袁能够体现乡村自身文化禀赋袁也与其他地

域乡土文化相区别曰二是在文化传播方面袁要体现

双重作用向度袁 对内能够形成和展示乡民的集体

价值观和集体意志力袁提升乡民认同感尧归属感和

凝聚力曰对外可以通过媒介传播袁展示和提升品牌

影响袁 在特定的目标范围内提升地域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袁 从而实现文化发展和文化产业的同频共

振曰三是在产业带动方面袁要能够以品牌建设带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发展袁 推动农村经济实现

现代化转型升级曰 四是乡土文创产品或服务能够

给消费者带来独特的尧原乡的文化体验袁使之有获

得感袁从而赢得其心智袁形成野圈粉效应冶遥 显然袁乡
村文化尧 乡村文创品牌与消费者体验之间互为因

果关系袁彼此共荣共生袁加强乡村文创品牌建设是

推进乡村文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遥

四尧赢取心智院乡村文创
品牌塑造的路径

乡村文创品牌能赢取客户的心智袁 首先要凸

显原乡文化基因袁 呈现出乡村文创品牌的价值核

心袁这是赢取客户心智的核心要素曰其次是原乡文

化基因的符号表达和品牌叙事袁 需借助现代化的

媒介传播体系袁充分向全球传播袁扩大品牌的影响

力袁这是引起客户注意的必要手段曰最后要形成以

品牌为引领的乡村文创业态和产业体系袁 生产和

提供丰富的业态体验尧服务体验和产品消费袁满足

消费者多样化尧多层次化的消费需求遥

渊一冤原乡基因院形成基于乡村记忆尧文化认同

等历史文化元素的乡村品牌特色定位

就乡村特色文化而言袁其文化要素是基于乡村

特定文化环境和文化基础所生产的袁鲜明的地域特

色是其体现差异化的关键定位点袁也是激发乡民文

化自信与文化认同的关键要素遥 基于此袁我们认为

进行内容创意定位的策略在于两个层面遥 首先袁要
改变定位机制袁走出简单化尧粗放式尧低层次的发

展模式袁通过精心选取特色历史文化元素袁在深度

挖掘其历史文化内涵的基础上袁 重新划定品牌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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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袁 打造基于共同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的特色品

牌和项目袁概而言之袁就是按照野品牌核心价值寅
讲好品牌故事寅品牌故事的媒介演绎寅品牌项目

和产品寅商业价值冶的作用机制袁增强品牌的规模

效应尧积累效益和辐射效益袁打造文化品牌和实现

品牌的资产化遥 这种定位策略具有双重作用向度袁
既可以涵固乡村传统文化的内涵袁 也可以激发民

众的自豪感和归属感袁 形成内向传播的凝聚力和

外向传播的亲和力袁 从而显著地提升品牌传播的

效果遥 第二袁要打造品牌集群袁积极尝试品牌产业

集群的发展路径袁通过改变以行政村渊镇冤等小单

位开展品牌定位的做法袁 由省市一级专门机构牵

头袁对某一地域的文化品牌进行统一规划尧统一设

计尧统一宣传袁形成超越传统自然村落的大文化品

牌袁使其更具有代表性和说服力遥 在大品牌的框架

之下袁还可围绕具体的镇渊村冤等形成二级尧三级小

品牌袁 在保持整体战略一致的基础上实现差异化

的多元定位袁从而建构起品牌集群袁这种做法既可

以避免小品牌各自为战带来的重复建设和低效率

竞争袁 同时也能在整体框架的基础下保护和彰显

地方特色袁扬长避短袁形成互补尧个性鲜明尧优势突

出的乡村文创品牌袁 并推动本地文化和品牌走出

去袁提升地方文化感召力尧知名度尧美誉度遥

渊二冤形象推广院构建自媒尧融媒尧智媒等形象

传播矩阵

品牌形象是一种符号体系袁 对其宣传和推广

需要按照融合传播规律来进行遥 在新时代移动互

联传播和全球传播环境中袁 开展品牌传播的方式

方法有很多袁报纸尧电视尧网络均可以成为其介质袁
大型活动尧影视作品尧政府活动等也能够成为其载

体袁此外社会交往传播尧社区传播尧组织传播等也

能够发挥独特作用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展品牌传

播袁要大胆打破以往单一介质传播的思维定式袁综
合使用野低头媒体冶和野抬头媒体冶尧落地活动和线

上活动尧直接宣传和植入宣传等多种模式袁针对某

个乡村文创品牌的宣传袁可以采用新闻报道尧影视

作品尧休闲娱乐尧现场活动等多种业态的组合袁形
成全方位的宣传模式遥 我们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袁其
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交工具袁 能够降低信息发布和

生产的成本袁 还具有基于社交圈层将读者转换为

潜在用户的功能袁拥有较强的变现能力遥 基于这样

的特点袁以微信公众号为载体开展品牌传播袁其定

位策略是从微信公众号的质量建设出发袁 通过整

合现有微信传播平台的效用袁 发挥其在乡村治理

中的作用袁形成更好的宣传效果遥 具体而言袁在体

系层次上袁要减少品牌传播的中间层级袁将传统政

府官方微信公众号体系中市级要区 渊县冤要乡

镇要要要村 渊组冤 的四级结构简化为三级或二级结

构袁 以市级或乡镇大品牌作为微信公众号的基本

单位袁 通过高质量的内容推送与受众建立亲密的

关系袁从而有效塑造和提升乡土文化形象袁提升区

域影响力和知名度遥 第二袁在功能建设上袁要强化

品牌叙事袁有学者指出院野讲故事冶已经成为互联网

时代专业媒体尧 机构媒体和个人自媒体增强传播

力的重要方式[14]遥 作为一种话语实践的创新袁讲故

事可以打破传统宏大叙事的外壳袁 以一种更灵巧

的方式进入受众心目之中袁 所以在乡土文化的传

播过程中袁要重视和塑造品牌的故事叙事袁既要讲

野好品牌故事冶袁更要讲好野品牌故事冶袁要有机地把

家族历史尧典型人物尧家风家训尧乡贤事迹等融合

进入品牌故事之中袁 从而与受众建构起更多的连

接和互动袁 实现将文化特点转化成为话语优势的

目的遥 第三袁在信息类型上袁要加强服务供给袁公众

号要充分开发微信公众号的终端接近性优势袁突
出服务功能袁从村民密切关注和需要的内容出发袁
提供创新创业尧产业信息尧政策发布等方面的信息袁
通过满足村民的信息需要来增强与村民日常生活

的黏性袁吸引大家自觉关注尧使用尧扩散公众号的

信息袁进而形成对家乡文化尧乡土品牌的关注袁提
升村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遥

渊三冤品类支撑院以品牌为引领袁形成乡村文创

品类生产和市场供给体系

从世界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来看袁 文化经济化

和经济文化化的特征日趋明显袁 文化作为一种特

殊形态的生产力袁 能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强

大支撑力量遥 自 2015 年野中央一号冶文件提出推动

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以来袁 促进农村产业融

合已经成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遥 有学者认为院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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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三产业融合是以农业为依托袁通过产业联动尧
产业集聚尧技术渗透尧体制创新等方式袁延伸农业

产业链尧 扩展产业范围和增加农民收入的业态[15]遥
在此视域下袁 文化产业不仅可以作为新的产业门

类和经济增长点袁 还可以通过与其他产业的有机

融合袁将自身影响延伸到各个产业领域袁建构起基

于文化创意的产业链条袁 为社会经济拓展出新的

发展空间遥 乡村文创品牌是区域文化品牌的一个

代表袁是一个地区文化内涵和文化形象的综合体袁
能够反映和体现区域的文化传统和文化价值袁也
是最具活力的增长源泉遥 开展乡村文创产业的定

位和布局袁要在充分认识乡村生活尧生产尧生态的

基础上袁重新梳理确立文创产业与农业生产尧工业

生产尧乡民生活之间的关联袁在做强农业基本盘的

基础上袁实现野接二连三冶的产业融合升级袁形成以

农业为基础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延伸的产业结构遥
在这种结构的驱动下袁 可以通过关系的构建形成

产业布局的协调机制袁推动产业优化升级尧协同发

展遥 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就是很多地方将农业生产

与乡村旅游尧生态旅游进行嫁接和融合袁以野采摘

节冶尧野旅游节冶尧野花卉节冶等形态袁将农业生产规划

打造成为文化品牌袁 并进一步延伸到农产品销售

加工尧旅游尧住宿尧餐饮等多元产业袁形成了特色鲜

明尧内涵丰富尧带动力强尧覆盖面广的品牌产业集

群遥 在整体产业集群的结构中袁还可以通过产业细

分来协调和建构不同村落尧 不同品牌之间的竞合

关系袁模糊和融合产业边界袁促进各产业在融合实

体的视域下实现同步发展袁 带来新的品牌价值和

价值链条袁提升了品牌产业的经营效果遥
此外袁 我们还要认识到推动乡村文创产业品

牌化发展是一个系统工程袁 涉及到方方面面的问

题袁如乡村干部队伍尧广大乡民要树立品牌意识袁
提升策划能力袁在策划尧维护尧践行文创品牌中体

现更多的主体性曰要形成专业尧稳定的人才团队袁
以专业视角为乡村文化品牌的发展锚定方向曰要
加快形成配套的管理机制尧服务机制尧经营机制等袁
形成系统化尧整体化的运营管理体系袁实现乡村文

创品牌的高质量发展袁等等袁这些问题都需要学界

和业界立足时代要求和具体问题持续地进行思考

和总结袁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案遥

五尧结 语

在体验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袁打造文化品牌既

是建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必然需要袁也是加强

文化高质量建设的必然选择袁文化软实力发生作用

的外在表现是文化产品和文化市场走向成熟的标

志遥 在推动乡村文化产业发展的过程中实施品牌

化战略袁是实现乡村文化供给侧改革的必由之路遥
实施品牌化战略的核心是科学地进行定位和有效

地进行传播袁二者是一体两面的互构关系袁其作用

效果在文化产业发展的成果中得以彰显遥 在新时

代实施乡村文创品牌化战略袁 应该从人的情感心

理出发袁 以富含地方性知识的原乡文化的天然接

近性为纽带袁 通过选择性的符号传播在传者和受

者之间建构一种媒介现实袁 实现乡土文化资源整

合和优化袁达到传递知识尧唤起情感尧促成态度尧诱
发行动的作用袁 并在客观上推动实现农村产业的

融合与升级袁 为促进实现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宏大

目标提供正向动力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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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orientation and method of Branding of Rural Culture
Innovation from Perspective of Positioning Theory

QIN Zong-cai
(College of Journalism and Media, Yangzhou University, Yangzhou, Jiangsu, 225009)

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requires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industry shift its focus to quality and
efficiency improvement. Branding strateg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make the shift. The core of building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is to reshape native culture, which is a key link to boost villagers爷 cultural confidence and cultural
identity. The basis and requirements of building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are to present unique cultural values
of local villages, enhance sense of belonging and cohesion of the community, and promote brand publicity and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To win over customers, firstly,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should first
highlight the cultural genes of local villages, present the core values of rural cultural and creative brands, which is the
key to winning the hearts of customers. Secondly, the symbol expression and brand narration of local cultural gene is
important. To attract customers爷 attention, it is necessary to make use of the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modern media to
popularize the brands and expand their influence worldwide. Finally, a brand -oriented rural cultural industry and
relevant industrial system should be formed to produce and provide diverse forms of industry, rich service experience
and product consumption, so as to meet consumers爷diverse and multi-level consumption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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