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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凯分享了一个数据：“今年全球 IP授权市场的
规模已经达到了 3600多亿美元。”很显然，这个数据
背后，体现了 IP的重要性和市场潜力。

一个成功的 IP不仅能提升品牌价值，还能促进文
化传播和商业发展。眼下，由“五华狮”组成的五华城
市 IP形象，生动形象地表现了这座城市鲜明的符号，
也在逐步激发这座城市的内生动力。

“来一件，穿上‘五华狮’看五华中超球赛。”8月
17日晚，中超联赛第23轮，梅州客家坐镇主场五华县
惠堂体育场，迎战长春亚泰队。开赛前，“五华狮”主
题文化衫颇受关注。

如何在众多城市 IP中脱颖而出，是五华面临的一
大挑战。城市 IP不是一个静态形象，而是一个与时俱
进、变化创新的过程。这一过程，对五华来说，是不能
与发展脱钩的。

五华“一场球激活一座城”系列活动的深入推进，
让更多人认识这座县城。当然，如果说给一个“总要
来一趟”的理由，五华的回答有很多。这理由，可以是
中国内地现代足球发源地的足球文化，可以是“唔食
鱼生就冇人生”的客家饮食文化，可以是梅州苏区融
湾“最前哨”的拼劲与干劲。

如今，这些理由，都融合于“五华狮”城市 IP形象
之中。“全面提高五华城市形象传播力和感染力。”一
言以蔽之，五华这座城市需要发出时代的声音，需要
更多发展的鼓与呼。

打造城市 IP形象，五华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接下来，如何干？五华同样有着清晰的路线——

用好城市 IP形象流量密码，在发展中探索前行。
高质量发展是时代赋予的使命，是五华振兴发展

的时代机遇。能否抓住机遇，五华不光喊得响，更要
干得漂亮。

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处山区，不可否认的
是，五华面临重重困难，底子薄、基础差、短板多、历史
包袱重的现状依然突出。

用好城市 IP形象流量密码，关键在“势”。讲好城
市 IP形象的故事，每一项工作都需要聚能起势。

今年以来，五华“头号工程”开局起势，“融湾入
海”蹄疾步稳，绿美生态建设再掀热潮。这座百万人
口大县日新月异，欣欣向荣。

当前，五华深入实施“百千万工程”，积极参与苏
区融湾先行区建设，统筹抓好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
作，力促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这
些，都是需要举全县之力落地落实的任务。

用好城市 IP形象流量密码，关键在“人”。用好城
市 IP形象流量密码，讲好城市 IP形象的故事，五华每
一个人都是责任人。

以百千万群众干“百千万工程”的打法，五华举全县
之力，坚持从“过日子思维”转向“发展思维”，从“投入思
维”转向“产出思维”，从“自我思维”转向“用户思维”，把
资源要素优先用到“打粮食”项目上，以不平衡发展破解
发展不平衡，在高质量发展中跑出“加速度”。

从干部干、群众看，到干群合力干、群众主动干，
当下的五华已经形成百千万群众干“百千万工程”的
浓厚氛围，让“百千万工程”惠及千家万户，万千乡村
换新颜。

五华县打造“五华狮”城市 IP形象，提升城市“软实力”

“ ”出五华兴长乐

灵动又形象的5只“五华狮”，
从旧称“长乐县”到“五华县”，追古
溯今叩开了五华城市文化的门扉。

随着城市IP时代的到来，如何
打造一个清晰而独特的定位，发掘
契合城市精神和文化的IP形象，已
然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课题。五
华县在梅州市先试先行，集多方之
智，铸文化之魂，蓄发展之势，率先
推出并启用城市IP形象——“五华
狮”家族，全面提高五华城市形象
的传播力和感染力。

“五华狮”一经推出启用，便在
当地家喻户晓，并借助互联网的放
大效应，其影响力向外传播。“出
圈”是过程，发展是目的，如何让城
市IP形象不断生产出可持续的“流
量”，并且成功转化为城市发展的
“存量”，五华正全民总动员不断探
索和实践。

历时 3个月，“五华狮”来了！威威、壮壮、
达达、惠惠、乐乐，不同的形象，不同的角色定
位，让人耳目一新，重新认识五华这座人文之
城、发展之城。

“希望能够增强公众的参与感和认同感，成
为连接城市与居民、游客之间的纽带，为五华搭
建一个文化传播的桥梁，让更多的人了解、认同
并喜爱五华，为当地带来更多机遇和美好未
来。”作为“五华狮”城市 IP形象的捐赠方，梅州
原画人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凯如是说。

如何让城市“出圈”，是不少城市孜孜以求
的发展目标之一，在万物皆可 IP化的今天，城
市 IP形象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城市营销手段
和宣传载体。

那么，五华的城市 IP形象要向人们展示这
座城市的哪些内容？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便
是“五华狮”的出道历程。

2024年5月上旬，五华县委宣传部、县文广
旅体局、县融媒体中心与设计公司，共同成立设
计团队，在当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提出设计理
念，以“雄狮”为原型，综合五华特有的文化元
素，提出初步创作方向，完成第一稿创作。

“还差点什么？”这句话，是五华县主要负责
同志和设计团队对第一稿创作最直接的评价。

今五华县，战国时为百粤地。西汉时，南越
王赵佗曾筑台于五华山下，称长乐台，“长乐”字
眼如今随处可见。

追古，五华的历史人文如何体现在城市 IP
形象中？问今，五华的振兴蓝图如何体现在城
市 IP形象中？

对此，设计团队反复研究，结合下一步市场
运营需要，从单一一个形象延伸为由五个形象
组合而成的家族团体形象，其中一个是主形象，
每个单体形象适用于不同的场合。

从“五华狮”的设计第一稿到第三稿，创作
历程集多方之智。

设计团队先后征询部分党员干部、群众代
表、专家学者、退休老干部、文化艺术界老同志
的意见，结合五华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的具体
指导意见，从理念、形象外观、颜色以及文化内
涵等方面进行综合汇总，让其真正成为城市精
神和城市文化的特色凝练，既有广泛的吸引力
和传播性，又能快速聚人气。

在不断修改中，找到“五华狮”的最优表现
形式。7月下旬，设计团队完成最后一稿创作
设计，“五华狮”家族形象敲定。

“在设计的过程中，深深感受到五华县深
厚的文化底蕴和无限的发展潜力。”杨凯直
言，希望“五华狮”能迅速在各个年龄层中获
得共鸣和认同感，并拓展新的经济机会和商
业模式。

“五华狮”推出当天，不少五华人的微信
头像都换了，“就觉得‘五华狮’很可爱，也很
符合五华的形象。”

为何一经推出，便会受到五华群众的认
可和喜爱。深究，根在文化。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实际上，这个
“仙”就是群众的认同感，山还是那座大山，
但有了历史文化的积淀和熏陶，赋予了文化
内涵，就会大不一样。

正是这个原因，“五华狮”的创意灵感主
要有三方面，其一是狮为中国民间信仰的吉
祥动物，且在五华县华城镇的狮雄山秦汉遗
址，被认定是秦至西汉早期的建筑遗址，根
据考古推测为南越王赵佗所筑“长乐台”遗
址，被列为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是五华深厚文化底蕴的见证，也是五华文
脉所在。

其二是五华人历来崇文重武，受传统文
化的熏陶和特定环境的影响，塑造了“刚直
为人硬打硬，匠心做事实打实”的新时代“五
华精神”，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不少领军人物，
如清代乾隆年间的武状元李威光、世界球王
李惠堂等。

其三是五华县作为工匠之乡，能工巧匠
人才辈出，尤其擅长将一块块没有生命的石
头雕刻成活灵活现的石狮子，充分证明了五
华人对狮子情有独钟。

以狮为媒，但不止于狮。五华将城市精
神与城市 IP 形象有机融合，成了当地文化的
浓缩标志和城市文化创意的直接表达。

“文化是有魅力、能吸引人、具有高辨识
度的标识，‘五华狮’的城市 IP 形象，可以说
是始于颜值、久于内涵。”五华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张炳锋表示，城市 IP 形象的呈现，既要

“面子”，更不能缺“里子”做支撑，即“内涵”。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DNA”，用“雄狮”

作为五华的城市 IP 形象，五华重在丰富其
“内涵”。

一方面，寓意进入新时代，五华全县上下
凝心聚力，培养一批又一批“狮子型”人才，
把“刚直为人硬打硬，匠心做事实打实”的新
时代“五华精神”，以及“面对困难破难攻坚，
面对落后奋勇争先”敢闯敢拼的顽强作风，
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

另一方面，旨在引导全县人民群众，坚定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的信念，树立争
先意识、进取意识，以“狮子般”姿态昂扬斗
志、勇往直前、攻坚克难、善作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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