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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对策研究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规划纲要》，对保护黄河文化遗产、传承黄河文化基

因、讲好新时代黄河故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黄河文化旅

游带提出一系列要求。2022年，自治区第十三次党代会提出打

造文化兴盛沃土、建设新时代文化强区的奋斗目标。这些发展

规划为银川、中卫、吴忠、石嘴山等沿黄城市带来了前所未有

的机遇。对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进行准确定位与高效传播，

能够提升城市辨识度、知名度和美誉度，实现对内增强凝聚力，

对外提升吸引力的目标，能够为推进宁夏黄河文化传承彰显区

建设提供新理念和新路径。

一、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的现状

宁夏是全国唯一全境属于黄河流域的省区，黄河文化底蕴

丰厚，红色文化波澜壮阔，现代文化丰富多彩，“六新六特六

优”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为地方形象建设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近年来，宁夏沿黄地区各城市积极作为，塑造了良好的地方

形象。

（一） 城市形象定位方面：一是重视自然和文化景观特色。

“塞上江南”“黄河文化”“大漠长河”“塞上湖城”等主题成为

形象定位的重点，较好地传达了自然环境特色和历史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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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重视地方特色产业的彰显。积极打造“世界葡萄酒之都”

“贺兰山东麓世界级葡萄酒旅游目的地”“中国滩羊之乡”等品

牌。三是重视旅游角度的定位。在“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这

个总领性品牌之下，沿黄城市都提出了各自的旅游口号，比如

银川的“塞上江南”、中卫的“沙漠水城”、吴忠的“水韵吴忠”

和石嘴山的“塞上灵秀地”。

（二）城市形象传播方面：一是着力增加曝光度。各城市通

过传统和现代媒体发布新闻、图片、视频等信息，增强城市影

响力。二是着力提升知名度。各城市通过举办文化艺术节、旅

游节、丰收节、美食节等节庆活动传播城市形象。三是着力塑

造品牌度。依托中阿博览会、中国（宁夏）国际葡萄酒文化旅

游博览会、枸杞产业博览会、“西部数谷”算力产业大会等平

台，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建设，通过国际化表达，传播“葡

萄酒之都”“西部数谷”等品牌形象，提升对外开放吸引力。

二、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存在的不足

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尚存在一定不足，亟需

弥补和提升，主要有形象定位亮点不够、协同性和差异性缺乏、

稳定性不足、传播力不强等，具体包括：

（一）城市形象定位方面：一是定位模糊不清。各城市在形

象定位时缺乏明确方向，导致城市形象模糊不清，难以给人留

下深刻印象。二是稳定认知不够。缺乏统一规划和布局，各城

市形象口号几经调整，让包括本地居民在内的公众对城市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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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不清，存在多种认知并存的情况。三是协同合作不足。区

域和城市之间、城市和城市之间在形象定位方面缺乏协同与

合作。

（二）城市形象传播方面：一是传播效果欠佳。新媒体运用

存在短板，缺乏新媒体运营团队和人才，内容创新性和吸引力

不足，传播效果受到影响。二是评估反馈不足。缺乏公众参与

和互动，无法及时获取反馈信息，难以对城市形象传播效果进

行科学评估和及时调整。三是舆情应对能力薄弱。在面对危机

事件时，有的城市缺乏有效应对策略，导致形象受损。

三、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对策

（一）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定位策略

城市形象定位应充分考虑自然景观和历史文化，凸显城市

的地方感和历史感，还应力推未来发展的现代性和文化生活的

多样性，为城市形象建构提供新的可能。

银川市的城市形象可定位为“塞上江南”“塞上湖城”等，

强调城市在黄河与贺兰山环抱之下的自然景观。因其历史悠久、

文化多元，“多彩文化，千年传承”“多元文化，多彩银川”“文

化的交融，历史的见证”“千年历史，多元文化”等城市形象可

凸显历史感。作为宁夏政治、经济、文化、交通和金融中心，

“塞上江南新风采”“西北之窗，探索无限”“古城新颜，探索银

川”等口号具有现代都市的活力，表达了银川市宜居、宜业的

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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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市前有黄河之险，后接贺兰之固，城市形象可定位为

“沙漠之畔，黄河水城”“沙漠之魅，水城之光”等，突出其地

处黄河之滨且濒临腾格里沙漠的景观特征。作为西北历史上兵

家必争之重镇，形象定位可强调“雄关中卫”“丝路驿站”等。

近年来，中卫市积极推动沙漠生态建设和旅游产业发展，“沙漠

绿洲，生态中卫”“沙海秘境，探索之旅”等形象有助于沙漠资

源的保护和开发；作为云计算产业的数据存储中心，“云享中

卫，共创未来”“云都中卫，智慧之窗”“云端中卫，数字未来”

“云谷中卫，数据之舟”“塞上硅谷，创新中卫”等形象，能够

突出中卫市在云计算领域的独特地位，展示城市在数字时代的

活力。

吴忠市的城市形象可定位为“黄河之滨，高原绿洲”“大漠

绿洲，生态家园”，强调其滨河景观和生态优势。因曾是重要的

物资集散地，吴忠形象定位还可强调“水旱码头，西北大集”。

除此之外，“水润田园，鱼米之乡”“科技兴农，丰收吴忠”“美

食天堂，吴忠味道”“味蕾盛宴，香飘吴忠”等形象，能够彰显

吴忠在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业科技创新、农产品质量安全、

餐饮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成就和追求。

石嘴山市拥有突出的山岳型景观，生态环境建设取得了显

著成果，可定位为“山水园林之城”。作为老工业基地，“工业

历史印象地”“贺兰山下的工业传奇”等形象，能够传达石嘴山

独特的历史地位。“老工业基地新风貌”“工业遗风，旅游新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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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遗址绘新景”等形象，能够彰显石嘴山市在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建设中的领先地位。

此外，宁夏沿黄城市带作为一个地理上相对接近、文化上

融合共生的地区，应注重区域内各城市的协同发展，使之形成

合力。一方面，要保持整个区域形象的统一性和整体性，“黄河

金岸，生态走廊”“塞上江南，携手同行”“贺兰美酒，东麓飘

香”“河润塞上，丰收之地”等形象口号，突出了宁夏沿黄城市

带的地理位置和城市之间的紧密联系，表达了各城市共同创造

未来、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愿景；另一方面，各城市之间需要

互补协调，形成丰富、立体的区域形象，银川市的“塞上江南，

多彩银川”、吴忠市的“黄河绿谷，丰收吴忠”、中卫市的“沙

漠之畔，黄河水城”、石嘴山市的“山水工业城，生态石嘴山”

等形象，能够在区域形象共建中体现互补和协同。

（二）宁夏沿黄地区城市形象传播策略

首先，充分发挥各类传播主体的作用。城市形象传播主体

是多元的。地方政府及其组成部门在城市形象传播中需发挥引

导和规范作用；各类媒体是城市形象传播的主要力量，通过新

闻报道、专题节目、广告投放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城市形象；

文化机构、学术机构等社会组织通过参与城市活动、赞助文化

项目、开展学术交流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城市形象；普通公众

可通过分享城市故事、志愿服务、维护环境、提供建议、口碑

传播等各种形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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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精准聚焦传播客体的需求。城市形象传播需要了解

旅游者、投资者、居民、企业等目标受众的需求和兴趣。针对

本地居民的传播内容应注重与居民日常工作、生活相关的城市

特色和优势，强调宜居性。针对旅游者的传播内容应注重自然

景观、历史文化、城市生活、旅游资源、设施和服务等，以激

发其旅游动机的形成和旅游行为的实现。针对外来投资者的传

播内容应强调城市经济发展、商业环境、创新能力、科技实力、

人力资源等投资和创业优势。

再次，积极创新传播方式。数字化时代，需要综合运用技

术、创意和跨平台策略，以互动、多元和情感化的方式传播城

市形象。一要关注数据驱动背景下的内容定制，利用大数据和

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目标受众的动机、偏好和行为模式，为不

同群体定制个性化传播内容。二要拓宽传播渠道，通过综合类、

短视频类、直播类、问答类、音频类、博客类、社交类等多种

形式的媒体扩大传播范围，可与网红、意见领袖合作，利用其

影响力，提升城市形象的能见度和认可度。三要提升互动性和

参与感，利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创造

沉浸式的城市体验，通过各种线上线下互动活动，鼓励公众参

与城市话题讨论、城市历史文化讲述，从而建立情感连接，增

强公众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最后，持续提升监测和评估的效果。城市形象定位和传播

是长期持续的过程，需要不断监测和评估。一要制定能够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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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传播效果的监测指标，如传播内容的媒体报道量、点赞量、

评论量、转发量、搜索量等。二要定期对各类监测指标的数据

进行分析，通过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科学评估传播效果。三

要鼓励公众提供反馈意见，通过在线调查、评论区、社交媒体

互动等渠道获取意见和建议。四要针对可能出现的危机事件

（如自然灾害、安全事故、舆论危机等），制定应对预案，在危

机发生时，迅速采取措施，降低负面影响，维护和提升城市

形象。

（执笔人：宁夏大学　王　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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