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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节事活动的创新策略研究 

——以苏州西山梅花节为例 

张秋芳
1
 

（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9） 

【摘 要】：节事活动是会展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因其经济、影响、知名度等联动效应较大,在发展过程中

受到了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各类节事活动应运而生。西山梅花节作为一项地方性节事活动,其发展现状有喜有忧。

宣传推广、节事具体活动内容及参与游客稳定性方面存在一定问题,展开了针对性对策分析,希望能够为西山梅花节

高效优质开展提供一定的借鉴。 

【关键词】：节事活动 梅花节 问题 对策 

【中图分类号】F592.7【文献标识码】A 

1 西山梅花节现状 

1.1节事活动概述 

节事活动是会展活动的组成部分，其创造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非常可观，在会展业越来越受各级政府重视的现代社会，

节事活动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发展经济、提高城市形象、提升经济收益的重要抓手，地方性节事活动更是地方政府推广地方农业

产品、打响农产品品牌影响力的必要手段。 

1.2西山梅花节概述 

西山梅花节在苏州市吴中区西山镇的林屋景区内举行，自 1997年首次举办以来，距今已成功举办了二十三届。苏州环太湖

地区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植梅、采梅、赏梅胜地，早春赏梅花、端午品梅子的传统习俗流传甚广。太湖西山岛梅花种植历史悠

久，始于汉唐，盛于南宋，梅花遍植西山岛的各个村落，自古就有“望衡千余家，种梅如种谷”的说法。“鸡笼梅雪”的古景

让人浮想联翩，而今“林屋梅海”的盛景更是引无数游客流连忘返。 

作为金庭镇西山岛最具代表性的节事活动，西山梅花节是苏城迎春第一个旅游节庆，也是太湖西山岛最具影响力及品牌效

应的旅游活动，凭借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特有的种植历史记忆独特的山水资源优势，梅花节吸引了众多苏州市内外游客，

带动了当地餐饮、交通、住宿业的联动发展，为西山岛旅游综合经济创收实现了新突破。 

然而作为一项地方性节事活动，西山梅花节在举办的同时，也面临着如宣传推广力度不足、客流量不稳、节事活动新意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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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等较明显的问题，从而妨碍了西山梅花节在苏城以及周边地区的影响力。为此全方位调研西山梅花节事活动运行全过程，希

望能理清该节事活动存在的诸多问题，从而为西山梅花节今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借鉴意义。 

2 西山梅花节的困境分析 

2019 年第二十三届西山梅花节自 1 月 18 日开幕，一直延续到 3 月 28 日。以“畅游林屋梅海，乐享岛居生活”为主题的西

山梅花节开幕仪式在林屋景区内举行，梅花节期间设置了洞窟音乐首创演绎、五福金猪摄影打卡、梅园大戏台、非遗傩戏演出、

新春送春联、点梅花妆、台湾士林和苏州传统特色美食、“梅舞争春”抖音大赛、摄影大赛等多项活动。 

尽管旅游活动丰富多彩、精彩纷呈，却仍存在着显著问题。 

2.1节事活动宣传力度不足 

对网络二手资料分析发现，西山梅花节的主要宣传方式有以下几类。 

(1）网络平台推广。主要以吴中旅游、苏州太湖旅游度假区微信公众号、苏州本地宝、各类旅游平台转载宣传推广。 

(2）专题发布会。2019 年 1 月 12日，吴中区旅游局携手金庭镇旅游主管部门前往上海中山公园广场举行了第 23 届苏州太

湖西山梅花节暨春季旅游推介会，推介会以精彩的表演开始，优美的《太湖美》舞蹈、动听的《苏州好风光》歌曲等吸引了大

批上海市民前往参观了解。 

(3）各类户外广告屏。西山梅花节主办方金庭镇旅游管理部门联合林屋洞景区在西山岛入口处、太湖游客服务中心周边、

绕城高速公路出入口处及高架道路周边设置了梅花节的大型宣传广告牌，在苏州各县市主要交通路口大型户外电子屏幕上刊登

了推广新闻和短视频。 

详细分析后发现，西山梅花节在运营前后都没有开通官方微博或微信公众号，也没有开设出官方网站。作为现代社会最普

遍的交流媒体，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发挥着强大的宣传沟通的作用，对于西山梅花节这一项大型节事活动来说，其宣传推广效

果难以估算。而官方网站的缺失，则使西山梅花节缺少了让省内外广大游客知悉的重要权威平台。 

2.2节事活动缺乏参与性，体验感不足 

西山梅花节期间，主办方推出了众多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洞窟音乐演绎也好，梅花大戏台也罢，这些演出类的活动尽管

有一定创意在其中，也能给游客带来美的欣赏价值。但游客只能远观，而不能参与其中，因此游客对此的参与感受平平，好奇

心就不足。 

尽管主题摄影打卡后发朋友圈集赞、点梅花妆、“梅舞争春”抖音大赛及摄影大赛能让部分游客积极地参与到拍照发朋友

圈、拍视频、拍照等活动中去，但一则这类拍照参与比赛、发朋友圈的游客数量并不多，二则这些拍照或拍视频的活动从动态

性来看仍属于静态活动方式，因此带来的参与性、体验性都不够强，对大多数游客来说吸引力就不够。 

2.3梅花节形成假日旅游短期繁荣现象 

2019年梅花节从 1月 18日开始，至 3月 28日结束，前后持续 70天。在这么长的节事活动过程中，梅花节呈现出了“周末

假日旺、平时客流稀”的尴尬现状。1 月 18 日开幕后，每逢周六周日，梅花节举办地的林屋洞景区周边出现了大量的团队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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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自驾游游客，景区内人流如织，景区外车流如潮。随着周末的结束，周一到周五期间，参加梅花节的游客数量急剧减少，景

区外停车场上的车辆数也非常稀少。因为西山岛距离苏州本土较远，很多城区游客及上海、无锡地区游客只有在周末休息时才

有充分时间驾车前来参观梅花节，因此在周末假期时才出现了游客众多、车辆拥挤，而工作日时游客又如潮水般消失。 

尽管 2月 4日开始至 10日的春节假期又形成了以西山岛本地居民为主的旅游小高潮，但随着新年假期的结束，参与梅花节

的游客数量再次降低。随着 2 月中旬天气逐渐转暖，苏州其它地区如树山梨花次第开放，阳澄湖美人腿万亩油菜花田吸引了无

数游客踏青访春，西山梅花节游客更少，颇有“孤芳独自赏”的寂寥。 

3 西山梅花节事活动创新发展策略 

3.1加强宣传力度、拓宽宣传范围 

新媒体传播越来越快速的现代社会，地方性节事活动主办方应与时俱进地将活动宣传推广方式与新媒体营销方式联系起来，

全盘考虑各类宣传推广方式应用的可能性。作为一项有二十多年举办历史的地方节事活动，西山梅花节应该建立官方网站、官

方微信号，由主办方专员进行梅花节前后的专业运营推广，提升网民对梅花节活动的认知。在网站上设置各类活动的入口，如

摄影展、梅花开放状态实时通知、互动讨论区、梅花古诗词等等栏目，吸引更多对梅花各类话题感兴趣的网民参与其中。 

同时扩大宣传推介范围。在以上海为宣传发布会主要举办地的同时，面向上海市黄浦区、徐汇区、闵行区等几个主要城区

同期召开西山梅花节暨新春旅游推介会，扩大针对上海地区的宣传范围，吸引更多上海游客参与西山梅花节。 

还应该针对上海之外的其他周边城市召开专场推介会，比如无锡、南京、杭州、常州、扬州等地，这些城市距离苏州西山

岛都在 100km路径范围之内，旅游路途相对较近，通过大幅度宣传推广，对这些地区城市游客也能产生一定的推广效果。 

3.2节事活动增强参与性、体验性 

参与性、体验性强的节事活动安排一般都非常注重对游客旅游心理的研究和调查，西山梅花节增设一些能吸引游客积极参

与的活动。 

为了提升各年龄层游客的参与度，可以面向不同年龄的游客设置不同的参与性活动。 

如面向小学年龄的游客设计“画出你心中最美的梅花”这项绘画活动，随着亲子游规模的扩大，来西山梅花节参观游览的

家庭游客数量肯定不少，面向学生游客设计的这项绘画活动能极大提高孩子的参与积极性，家长游客认为既能赏梅花美景，又

能让孩子过一把画画的瘾，何乐而不为。 

面向中青年游客，可以设计“梅花诗词大赛”，模仿央视“中国诗词大会”形式，在现场设置猜谜语、诗词接龙、诗词知

识赏析等活动内容，让中青年游客既能赏梅花之美，又能拓展梅花之识，提升对梅花的文化认识。 

面向中老年游客，可以设计“梅花歌会”“梅花酒会”、“梅花美食汇”等活动，鼓励中老年游客参与歌咏梅花、品尝梅

花酒、制作梅花糕点或美食的活动，这些活动会具有强烈的参与感，能让所有的参与者印象深刻、铭记心中，其参与感之深、

体验感之强，会吸引游客明年、后年继续期待参加梅花节、参与梅花节的其他体验性活动。 

3.3争取各类游客参与，稳定游客参与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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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西山梅花节在举办期间出现的“周末客流旺、工作人客流少”的尴尬现状，节事活动主办方可以积极向旅行社联系，

合作设计围绕该梅花节的专项节事旅游线路，吸引普通市民游客参加梅花节。 

还可以向苏州城区的主要街道社区进行接洽，发动社区老年居民参加梅花节，退休居民的游览时间不受周末休息日限制，

其出行游览更愿意选择在人流量相对不大的工作日期间出行，因此组织社区退休居民参与梅花节旅游有很大可行性。 

最后，还可以向吴中区教育局、苏州市教育局进行寒假实践活动的合作。1 月 18 日开幕式以后，中小学生已经进入寒假，

因此节事活动主办方可以联合区教育局合作开发“中小学生寒假专项旅游计划”，在该计划中详细列明主办方针对中小学生开

设的这项赏花活动的举办过程、活动项目、举办意义、费用明细、接送方式等，使家长对这项活动有一定的认识后自主选择是

否参加。一旦第一次的寒假专项旅游计划运行良好的话，会为西山梅花节带来庞大的学生游客量，对于填补工作日游客量不足、

提高梅花节各类服务设备的使用效率、提升梅花节各项经济效益具有强大的实际意义。 

4 总结 

作为一项地方性节事活动，西山梅花节有其自身局限性，如受天气影响，梅花的开放时间可能与节事活动的规划时间不一

致；受历史发展因素影响，西山梅花节在历史文化内涵方面无法与光福香雪海景区、南京国际梅花节相媲美，因此从更宏大范

围角度出发，西山梅花节在改善上述诸多问题的同时，还面临着更多压力和挑战。深切希望梅花节节事活动在万众关注中能赢

得更好的发展机会，为苏城及周边城市游客献上更精彩、更精致、更精神的开春赏花节，为西山岛这座迷人的岛屿增添更多惊

喜与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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