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烏鎮的營收達到10億元用了14年，

古北水鎮僅用了不到5年，其中最大的原因

在於我們對長城這一文化IP（知識產權）進

行了重新的發掘和利用。」 古北水鎮總裁

助理張曉峰說，在漫長的中國古代社會裏

，長城的各關口和邊塞各城鎮，都是重要

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的場所。雖然如今

不少邊塞城鎮已經沒落，但它具有的歷史

文化價值卻依然存在。

查閱文獻地方志 復原歷史建築
陳向宏是烏鎮和古北水鎮共同的總設

計師。老員工們更習慣親切地稱這位出身

烏鎮管委會的企業家為 「陳主任」 ，而他

自己在微博上常以 「包工頭」 自稱。有種

說法是，古北水鎮所有重要建築的規劃，

都是陳向宏一筆一畫親自畫出來的。這位

有着工匠氣質的企業家從前在機械加工廠

當過學徒，開發烏鎮時因為資金有限便親

自上陣，把機械製圖的技法用在建築設計

上。

2010年決定開發古北水鎮後，這位 「
包工頭」 用了半年時間考察北京周邊古村

落，查閱了大量文獻、地方志，又在整個

華北的古村落裏收了不少老物件，平移到

古北水鎮異地復建。最終，陳向宏在尊重

歷史的前提下，復原了軍屯古堡、邊關驛

道和商貿街市等歷史建築，打造了一個集

「山、水、城、堡、寨、屯」 一體的長城

文化小鎮。

提燈夜遊登長城、搖櫓湯河望長城、

湖畔晚餐品長城、星空溫泉賞長城、品酒

觀星醉長城、音樂盛宴聆長城、枕夢星辰

宿長城…… 「從設計初期，我們就打算圍

繞長城這一文化IP來做文章。」 張曉峰告訴

記者，如今，古北水鎮已解鎖了三十多項

長城的新玩法，使人們從觀光長城轉向體

驗長城。 「特別是通過亮燈工程，使得司

馬台長城成為國內目前唯一開放夜遊的長

城。」
「對於南方人來說，這裏有長城；對

於北方人來說，這裏有水鎮。」 有人這樣

概括古北水鎮針對不同人群輻射的魅力。

財報數據顯示，2018年，古北水鎮全年接

待遊客256.49萬人次、營收9.98億元，在

京郊乃至北方度假景區中首屈一指。

陳向宏在談論古北水鎮時曾說： 「中
國的旅遊到了一個拐點時期。」 國人出門

旅遊已不再滿足於 「上車睡覺、下車拍照

」 的觀光打卡式旅遊，深度遊、體驗遊、

休閒度假遊成為人們特別是年輕人的新選

擇，並願意為此支出更高的費用。

來古北水鎮前，銷售部總經理周建紅

已在烏鎮工作了15年。她告訴記者，相比

景區前身司馬台長城，古北水鎮探索了觀

光之外的更多玩法。

「許多人剛開始並不看好古北水鎮，

覺得不就是看看長城看看水麼，這樣的景

區來一次就夠了。」 周建紅笑着說，但遊

客們來了以後發現，這裏的風景遠不止長

城：日月島廣場的大戲樓前，老先生咿咿

呀呀唱着京劇；染布、燒酒、風箏等民俗

體驗坊內，家長帶着孩子跟老師傅學手藝

；繁星點點的長城露天劇場裏，爵士音樂

會繽紛上演……

摒棄觀光打卡 回頭客高達30%
「我們有做過統計，自古北水鎮2014

年開業後，來得最頻繁的遊客是一對北京

小情侶，已來了30多趟了，每次都會在鎮

裏住上幾天，各種類型的酒店和民宿，他

倆已住了個遍。」 周建紅說，如今，古北

水鎮的回頭客佔30%，這個比例放到全國

的旅遊景區去比，也算是高的。

儘管陳向宏曾多次在接受採訪中聲稱

自己不希望照搬 「烏鎮模式」 ，但外界常

將古北水鎮看作是 「烏鎮模式」 的延續。

在張曉峰看來，兩種說法並不矛盾。 「隨
着消費升級，人們對旅遊的需求早已從觀

光打卡式向體驗度假式發生了轉變，無論

是烏鎮還是古北，都在設計之初深度挖掘

了當地的文化內涵，再與旅遊資源相結合

，使之成為獨一無二的文旅小鎮。」

新經濟浪潮

沒人能想到，在開發之初，古
北水鎮的選址曾在業內引起了不少
爭議，即使背靠被列入世界遺產名
錄的北京司馬台長城，但仍有不少
業內專家並不看好。距離北京市區
有兩個小時的車程，又缺乏基礎的
公共交通配套，除了自駕幾乎沒有
其他方式可以抵達。雖然山清水秀
，卻沒有遊客接待能力，周邊零散
的幾家民宿設施陳舊，最貴的房間
不過百元（人民幣，下同），服務
質量更是遠低於城市生活。

大公報記者

俞晝（文、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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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對古北水鎮最

大的誤解來自 『水』 ，認為

古北水鎮僅僅是複製過來的

江南水鎮。實際上，從建築

、民俗到體驗，古北水鎮都結合了長城邊

關古村鎮的傳統文化。」 張曉峰說，古北

口的居民多為駐軍的後裔，當年為了滿足

建造長城，為軍隊提供給養等多方面的需

求，本地居民大多掌握一種或多種工匠技

藝，比如木匠、石匠、磚匠、鐵匠、瓦匠

、油漆匠、畫匠、印染匠等。

因此，古北水鎮復建設了 「司馬小燒

」 酒坊、永順染坊、皮影館、剪紙館、風

箏舖、燈籠舖、年畫坊等體現民風民俗的

工坊。這些工坊均按照 「前店後坊」 的格

局進行布置，具有生產加工、陳列展示、

DIY體驗、衍生品銷售等功能。

今年48歲的李振忠是古北口本地人

，從前他經營着一家三十人規模的古北口

宮燈坊。簡單純樸的 「古北花燈」 手藝是

家傳的，成年後，他又走訪名家，向 「燈
籠張」 學習了更加繁複的 「京式花燈」 技

法。

古北水鎮試營業時，李振忠退出了從

前經營的古北口宮燈坊，應聘成為古北水

鎮裏 「建昆堂」 燈籠坊的店主。說是店主

，其實燈籠坊的營收由公司統一管理，古

北水鎮的民宿、商舖、飯店大多是這種模

式，這也保證了景區 「零宰客」 的遊客體

驗。

「為了避免景區商舖的同質化經營，

我們從烏鎮延續了 『一店一品』 的招商理

念，每種類型的店舖在古北水鎮只有一間

，不論是餐飲還是商舖，都沒有重複的。

」 張曉峰告訴記者，不僅如此，餐飲的食

品原材料、商舖內的每一樣貨品，古北水

鎮都進行了限價和質量管控。 「一瓶礦泉

水賣3元，一盤西紅柿炒蛋必須放四個雞蛋

……看似繁瑣的店舖守則保障了遊客能玩

得開心、放心。」

「兩小時車程是一個很有

意思的距離，一般來講，如果

遊客在景區玩到晚上八點以後

，兩小時的車程就會讓他萌生

多住一晚的念頭，而不是披星戴月地開回去

。」 張曉峰笑着告訴記者，為了留住客人，

古北水鎮開發了各式各樣的夜遊項目。

晚上八點二十分，記者在古北水鎮的日

月島廣場觀看了一場浪漫的無人機孔明燈秀

，百餘架無人機載着孔明燈升到半空的場景

，幾乎被每一位遊客用手機定格轉到了朋友

圈。 「無人機的設想和看秀的時間，都是經

過多次討論才形成的。」 張曉峰說，最開始

也有人提出要仿造其他景點建一座 「透明棧

道」 ，立刻就被陳向宏總裁否決了。

「即使是網紅爆款，如果是別人家有的

，我們就不做，因為爆款紅得快，衰落得也

快。」 而現在的無人機秀，是古北水鎮自主

研發的觀賞項目，可以由後台編製程序，使

得無人機群呈現出玫瑰花、星空、行走的小

人等圖案，而且還能隨時更換圖案，給遊客

以新鮮感。

「為了符合各消費層級的需求，古北水

鎮建有幾十家不同檔次的酒店，精品酒店、

主題酒店、客棧和民宿，如果算上今年剛推

出的帳篷營，房價從299至5000+不等。

2018年，古北水鎮的全年平均入住率達到

了70%以上，作為一個擁有1500間客房的

大體量的旅遊項目，這樣的入住率還是很不

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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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北水鎮夜景

▲風箏文化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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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夜遊留客多住一晚
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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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是北方室外景區的傳

統旅遊淡季，因為天氣實在太

冷，不少野外景點甚至一到冬

天就會閉園，也就是旅遊業常

說的 「貓冬」 （躲在家裏過冬）現象。 「如
何提升冬季的景區遊客量，我們也想了很多

的措施和方法。」 周建紅告訴記者， 「例如

我們把西方的聖誕季和中國的傳統新年延長

，在古北水鎮辦起了長城下的聖誕小鎮和長

城廟會過大年等活動，讓遊客們感受節日的

熱鬧之餘，還能體驗不少民間習俗，為節日

增添一份喜氣。」
同時， 「烏鎮會展經濟的興起為古北水

鎮打開了新的營銷思路，因為與烏鎮相比，

北京地區的會展需求比長三角地區更大，而

且辦會展並沒有那麼強烈的季節性，尤其是

年會，更是放在冬季舉行。」 周建紅說，因

此，這幾年古北水鎮就一直在發力會展經濟

，去年就舉辦了包括三星S8發布會、聯想

2018創投年會等千餘場大大小小的會展活

動。

「與北京的會展場地相比，古北水鎮位

置稍遠，所以我們更多地是從花心思的角度

，用服務來吸引會展客戶。」 周建紅舉例道

，今年承接的聯想中國銷售大會，古北水鎮

提前編製了無人機的程序，活動當天，百餘

架無人機在空中擺出了聯想的LOGO和廣告

詞，讓在場的參會者着實驚喜了一把，還把

視頻上傳了聯想官微，為古北水鎮的策劃點

讚。

或許正如中青旅2018年的財報所述， 「
打造長城下的會展小鎮」 將成為古北水鎮的

下一個營銷重點。烏鎮有世界互聯網大會的

加持，古北水鎮也在時刻準備着，希望能通

過承接一場世界級的會展，讓古北水鎮躋身

世界一流的會展舉辦地。」

打造長城下的會展小鎮
營商
有道

泡溫泉、登長城、聽

唱詩、看大戲……兩天的

採訪過程中，記者馬不停

蹄地體驗了近十項活動，

原本還打算清晨上長城練瑜伽的，後來因

為實在起不來才作罷。而這些活動大多是

免費的。在周建紅看來，策劃密集的活動

和解鎖更多的玩法是為留住客人，讓客人

住下來，愛上古北水鎮，把觀光為主的景

區變成度假休閒旅遊目的地。

就在今年六月到九月，古北水鎮開啟

了以 「並非不可能」 為主題的夏季營銷活

動，推出騎單車遊長城、長城星空帳篷營

、BBQ經典電影之夜，夏日繽紛泳池派

對、星空啤酒夜市、古北水鎮星空音樂夜

等夏日長城另類玩法。 「這次的營銷主題

是陳向宏總裁親自定的，就是為了用 『不
可能』 三個字來激發遊客的好奇心，增強

景區的曝光率和吸引力。」
「以長城星空帳篷營為例，我們把長

城觀星與戶外野營做了結合，每天推出十

頂帳篷，散布在幽靜狹長的蘭谷之中，遊

客可以躺在帳篷裏看雲、觀星、聽風，盡

情與山林融為一體，更可享受多種戶外娛

樂體驗。」 周建紅告訴記者，帳篷非周末

299元一頂，周末399元一頂，含一份雙

人早餐，實惠的價格使得帳篷營的訂單已

排到半個月之後了。

「古北水鎮非常重視產品營銷，幾乎

每隔一段時間都會推出不同的活動產品策

劃，例如一月二月的長城廟會過大年、三

月的女主季、四月五月的踏青遊、六月至

九月的夏季狂歡、十月十一月的長城腳下

賞紅葉、十二月的聖誕季等等。」 周建紅

反覆說起古北水鎮的高 「復遊率」 ，用來

表述景區和遊客的良性關係。

並非不可能激發遊客好奇心
創意
無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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