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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倡导增强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发展终身教育体系的时代背景下，研究我国湘商(洪商)传统文化，培育
有价值的社区教育品牌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分析湘商(洪商)的文化内涵和社区教育品牌的特性，探讨湘商(洪商)文化社
区教育品牌培育的方式和价值，提出从搭建数字化网络平台、加快品牌产品数字化开发、促进品牌线上线下交互式体验三个方
面，加大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数字化传播力度，提升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传播效果与品牌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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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
化产业，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1]指明了我国要加大文
化事业发展，建设文化强国的方针。2016年，教育部等九
部门发布《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要求
“充分发挥社区教育在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
会治理体系建设、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科学文明
的生活消费方式、服务人的全面发展等方面的作用。”[2]

社区教育品牌是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成果，在建
设学习型大国和文化强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湘商
(洪商)文化作为优秀传统文化，与社区教育融合，创建
本土化教育品牌，是对社区教育的一种创新实践。在“互
联网 +”背景下，探索利用数字化手段培育社区教育品
牌、传播湘商(洪商)文化与社区教育优秀文化成果具有
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内涵

(一)湘商(洪商)文化内涵
湘商文化倡导“敢为人先、心忧天下、经世致用”，这

也是流淌在湘籍商人身上不可磨灭的文化基因。湘商文
化是湘籍商人在长期经商过程中不断积累、总结的商业
文化标准化体系，包括财富积累、商业组织、经营艺术等

诸多要素，蕴含了“责任”和“创新”的核心价值。[3]湘商义
利兼容，心怀国之大者，敢为人先[4]。洪商更是湘商的典
型代表，秉持以义制利、开放包容、诚信为本的作风。洪江
地区自古就是湘西重要的繁华商埠和驿站，无数商家到
洪江两岸创业，创造了洪江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促使文化
的发展，催生了独特的洪商文化。古代，洪商广置族田和
义产，赞助社区各种建设，建渡修桥，修葺屋舍。国家危难
之际，洪商更是心怀天下，创办医院为贫民治病，创办学
堂教人读书，践行着“道以惠民、德行天下”的君子情怀和
责任意识。这些行为和优秀文化传统无论今时往日都值
得弘扬和提倡。

(二)社区教育品牌内涵
社区教育品牌顾名思义是以社区为主要场所，以社

区内的全体居民为对象，遵循社区教育理念和发展规律，
为社区居民提供教育服务的品牌活动，尤其要能满足社
区内居民的生活服务需要和休闲娱乐需要。[5] 与一般的
社区教育活动相比，社区教育品牌更具实用性、服务性、
社会性、引领性与创新性，是社区教育中的精品和精华，
展现了社区教育的优秀文化成果。社区教育的课程案例、
学习资源、体验基地、网络资源等都是社区教育品牌的重
要体现。[6]当前，社区教育品牌建设不断升级，各社区根
据当地特色将原有的教育课程体系化，升级为可持续的、
系统化的、具有借鉴作用的课程品牌。各级政府部门、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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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学校、企业等各种社会力量不断整合，利用社区教育品
牌，面向居民提供终身学习服务，唤醒全社会终身学习意
识。同时，随着信息化发展，社区教育品牌的推广力度不
断加大，利用“互联网 +”、微课堂、直播课、学分银行等多
样化手段提升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社区教
育品牌的传播更大程度地使社区教育品牌的价值得以发
挥，对构建学习型社会、促进精神文明建设有着积极的推
动作用。

三、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培育

(一)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培育方式
1.打造湘商(洪商)文化教育品牌
将传统文化与社区教育相融合的方式已经屡见不

鲜。如岳阳社区大学在张谷英镇建立社区大学，打造了
“孝悌文化”社区教育品牌，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孝悌”
精神传播到整个社会；上海徐汇社区以“学林春秋”为主
题打造传统文化品牌；杭州西湖社区以西湖风光打造自
然文化品牌。[7]湘商(洪商)文化同样作为优秀传统文化，
与社区教育品牌结合，能更有利于打造地方文化特色，体
现地方文化价值。利用湘商(洪商)优秀文化中“达则兼济
天下”等精神，组织社区居民学习传播“责任、奉献”意识，
打造“责任文化”“奉献文化”社区教育品牌。利用红色文
化基地、保存完好的历史建筑、特色街道等开设红色旅游
社区教育路线。利用社区教育品牌效应进一步将湘商(洪
商)文化具象化、视觉化，打造集教育、文化、旅游于一体
的文化教育品牌。

2.打造湘商(洪商)社区商业品牌
湘商(洪商)文化本身是以商业文化为源头，“商道文

化”是湘商(洪商)文化中的灵魂。[8]利用“商道文化”进一
步开拓社区内居民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思想，将商业的
兼容性与文化的多元性相结合，推出“商业 +文化”理念，
创新文化宣传机制，借助区域内企业、外来投资客商、在
外湘籍商人，通过多种途径对外宣传湘商(洪商)社区商
业品牌。此外，在社区商业品牌教育中树立诚信理念和契
约精神，引入湘商(洪商)诚信经营的案例，如洪商以“斧
记”作为信物印在自己的商品上，公开销售；洪商中“八大
油号”老板每月约定付款日期，很少发生赖账、多收等情
况。在社区教育品牌培育过程中树立“诚信文化”有助于
现代商人树立诚信为本的经营法则，树立良好口碑，更有
利于湘商(洪商)走向全国，扩大贸易范围，推广社区商业
品牌。

(二)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培育价值
1.有助于建立文化自信
湘商(洪商)文化作为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在长期

历史沉淀中创造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代表着湘商 (洪
商)独特的文化特性，引领其不断发展。现代社区教育立
足于社区实际，服务社区居民，对于构建终身教育体系，
建设文化强国具有重要作用。将湘商(洪商)优秀传统文
化与现代社区教育相结合，能极大丰富社区教育的内容，
通过汲取两方文化教育中的优秀基因，对于传承和发扬

优秀传统文化，树立文化自信，加快社区教育品牌转型升
级，创新社区教育方式有着重要意义。[9]

2.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
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不断完善，不同年龄阶

段的人民群众对自身文化生活的要求愈发多元化与个性
化，社区教育区别于学历教育，更契合不同地域人们的精
神文化需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湘商(洪商)文化
融入社区教育课程体系，一方面能利用其文化中的精华
提升社区居民的文化素养，加强社区居民对优秀文化的
认同感，激发社区居民参与社区教育、提升自我修养的积
极性；另一方面还能促进社区和谐稳定发展，加强社区居
民凝聚力，优化社区治理效果，提升社区整体形象。尤其
在大数据与信息化的推动下，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
想理念、传统习俗等加以创新和传播，从而提高社区居民
的整体素质，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10]

四、互联网视域下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
数字化传播路径

(一)数字化网络平台搭建
随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手段的革新升级，人们已

不再拘泥于传统的品牌宣传方式，而是利用数字化平台
进行更便捷方便的数字化传播，这也给湘商(洪商)文化
社区教育品牌的发展和传播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11]毋
庸置疑，搭建数字化网络平台是当前传播湘商(洪商)文
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可行之策。如利用各级政府部门官方
平台进行宣传，各门户网站之间相互连接，推广优秀的湘
商(洪商)传统文化；设立官方网站和数字化博物馆，将相
关历史文化资料和数据加以保护和整理；各社区大学可
联系市州开放大学、老年大学等，利用已有的线上学习平
台发布微课、直播课，设立社区学习品牌专栏、社区居民
大讲堂等；设立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相关微信
公众号、抖音号、小红书号等进行宣传，在数字化平台上
发布相关微视频、活动照片、宣传文案等，搭建湘商(洪
商)文化与外界的沟通桥梁，更好地宣扬湘商(洪商)社区
教育品牌的成果。

(二)品牌产品数字化开发
湘商 (洪商) 社区教育品牌的传播离不开固有的文

化。时至今日，怀化市洪江区还保留着明清以来相对完整
的会馆、钱庄、寺庙、民居、报馆等，有如湘商(洪商)文化
的巨型博物馆。如何将现存的实体文化建筑和文献资料
转变成为数字化产品，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可利用数
字虚拟复原技术，结合 VR技术、数字三维图形原理、4D动
画效果、多功能交互传感技术等，打造一个立体可视的虚
拟湘商(洪商)文化园，通过数字化方式获得视觉、听觉甚
至触觉、味觉的多方位体验，营造身临其境的历史穿越
感。其次，可充分结合已有历史文化资源，利用社区会展、
文化博览活动、大型地方歌舞剧等多种传播渠道，借助媒
体网络，传播湘商(洪商)正能量，展现文化魅力。还可设
立湘商(洪商)文化 APP或淘宝、京东商铺，售卖相关文
创，并在社区教育中开设相关品牌经营、市场营销、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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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航天云网等一批高新技术企业，并引领一大批制造业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升级，但我国大多数规模以上制造
业企业刚刚“触网”，中小微制造业企业则受限于资金、人
力、技术等条件的约束，数字化改造的动力不足，普遍数
字化水平较低。综合调研发现，制造业企业管理层对于工
业互联网的理解和应用并不全面，又缺乏既懂工业互联
网又懂制造业的技术人才，对互联网远未达到熟练应用
阶段，仅仅处于政策跟随阶段，在短时间内看不到与工业
互联网融合发展带来的经济利益。

面对制造业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发展出现的一些困
境，应切实完善基于工业互联网的不同组织模式特征，制
定各类标准体系，建设网络化协同运行机制，推进供应链
协同研发与制造；其次发挥工业互联网助力供需精准对
接、快速满足市场个性化需求的优势，利用工业互联网科
技金融功能，降低风险；然后还需要统筹平台资源，树立
行业标杆，释放创新活力，坚持协调联动，联合开展生产
过程管控优化、生产工艺优化、生产设备管理优化等工
作；最后要加强人才培养，开展高端人才引培、生态优化

等系列行动，整合平台、企业、院校优势资源，发挥工业互
联网产业智库作用[5]。

总而言之，依托在制造业积累的资源和服务优势以及
在两化融合过程中积累的“用户至上、发展第一”的理念，
才能更好地在为制造业应用工业互联网提供最优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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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广类课程，鼓励社区居民以湘商(洪商)文化为主题生
产文创商品进行售卖，发展“商业 +文化”品牌模式。同
时，将历史留存文献资料转化为电子图书、报刊等，设立
湘商(洪商)文化品牌线上图书馆，扩大文化影响力。将湘
商(洪商)文化中的经典案例、事迹、人物、传奇等改编成
影视剧作品、歌曲，打造影视人物 IP。利用优秀传统文化
编写教材，设置社区教育课程，完善升级现有课程资源，
生产出内容丰富的全媒体资源课程，全方位多层次展现
湘商(洪商)社区教育品牌的魅力。

(三)品牌线上线下交互式体验
在数字化浪潮下，文化的传播往往被赋予新的载体，

传统的社区教育品牌亟需突破和创新。2022年首部“湘
商”题材的电视剧《一代洪商》在央视八套播出，通过电视
剧的播放收获了一大批“剧粉”，而这些“剧粉”又能转化
为湘商(洪商)文化的关注者和认同者。通过电视剧在平
台的播放，数以万计的观众对洪江、对怀化、对湘西、对湖
南、对湘商(洪商)文化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也为洪江区
文旅产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趁着电视剧热播的这阵
东风，应加快脚步构建湘商(洪商)文化体验基地。怀化市
洪江区围绕洪商文化打造了洪江古商城，立志于将其打
造成为传承洪商文化、传播美丽中国的“洪江古商城·国
风文化名城”。此外，可围绕“商道文化”主旋律，构建以古
韵洪江、山水洪江、创意洪江为主题的全域旅游特色产品
体系；可与各地区社区大学或开放大学合作，运用数字化
科技打造数字化湘商(洪商)文化体验馆；还可与洪江政
府、洪江电视台联合举办各式各样的湘商(洪商)文化进
社区活动，进一步推广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推
动洪江区文化、教育、旅游各产业高质量发展。
[参考文献]

[1]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
四个五年规划和二○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EB/OL].
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
[2]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
见[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fbh/moe_2069
/xwfbh_2016n/xwfb_160729/160729_sfcl/201607/t20160729
_273300.html.
[3]从这里读懂湘商[EB/OL].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733667756260652135&wfr=spider&for=pc.
[4]禹明华,刘智群.基于湘商文化传承的地方文化品牌
打造———以湘商文化传承为标准[J].中国标准化,2022
(8):98-100.
[5]陈可.社区教育本土特色与品牌建设研究—————以常
州市为例[J].广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9(1):35-38.
[6]张慧敏.教育现代化视域下社区教育品牌发展路径探
析[J].西北成人教育学院学报,2020(3):32-36.
[7]蔡慧敏,陈方.岳阳社区大学本土特色社区教育品牌
构建路径[J].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0(3):44-47.
[8]陈金全.解读洪商精神[EB/OL].https://max.book118.com/
html/2017/0121/85800266.shtm.
[9]吴志红.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
湘商文化传承和发展———访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政协
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张健[N].人民政协报,2021-11-12.
[10]于仰飞,宋晓梅.“互联网＋”背景下社区教育中传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实践及路径研究[J].继续教育
研究,2021(12):15-19.
[11]刘古月.数字化传播视域下广西壮锦非遗文化品牌
推广途径研究[J].西部皮革,2022(7):57-69.

[责任编辑：王凤娟]
■■■■■■■■■■■■■■■■■■■■■■■■■■■■■■■■■■■■■■■■■■■■
（上接第 59 页）

邓 恩，肖 伊，李 丹：浅析湘商(洪商)文化社区教育品牌的培育与数字化传播

8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