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质效突出公共文化服务质效 推动文化惠民可感更可享推动文化惠民可感更可享

如果说，文艺创作生产、文物保护传承，为百姓生活添了彩，那么，公共文化服
务的高质量推进，更是让文化春风温暖了大江南北。“十三五”时期，全省已实现基层
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全覆盖，省市县乡村五级公共文化设施覆盖率超95%。围绕公
共文化服务供需精准对接，全省文旅系统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产品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由全覆盖向高效能转变。

当前，我省积极落实基本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标准和功能配置标准，推动“人均
接受公共文化场馆服务次数”纳入全省高质量发展监测和考核指标，全省有4个
地区、8个项目获评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项目）。深入实施“戏曲进乡
村”文化惠民项目，结合庆祝建党百年，举办“百年百场”文化惠民活动，组织近年
来获得全国“群星奖”、江苏省“五星工程奖”优秀群众文艺作品下沉到基层巡演。
有11个县（市、区）入选2021-2023年度“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数量位居全国
第一。创新打造数字文化馆、图书馆、公共文化云，推行“菜单式”“订单式”“一站
式”公共文化服务，实行线上线下融合、演出演播并举，让更多人共享优质便捷高
效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

走进南京老门东景区的门东游客中心，传统砖、瓦、石、木等材料打造的主题
背景墙，夹裹着浓郁的老城南味道扑面而来；步入无锡南长街的“古韵南禅”公共
文化空间，古韵南禅·文化夜游项目、24小时南书房映衬着“古运河文化会客厅”
的独特气质；站在徐州马庄文化礼堂二楼向东眺望，眼前宽敞的休闲广场连接着
潘安湖国家湿地公园，美不胜收，而脚下的马庄文化礼堂，在展示马庄村发展历史
的同时，更是深受当地村民和游客喜爱的互动场所。据了解，从今年起，省文化和
旅游厅启动实施了公共文化服务“双千计划”，“十四五”期间，将在全省培育1000
支优秀群众文化团队，实行“送文化”与“育文化”“种文化”相结合，建设“老百姓身
边不走的文化队伍”；打造1000个城乡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融
入居民日常生活，营造公共文化主客共享的良好氛围。截至目前，全省已认定首
批201支优秀团队和203个“最美”空间。

突出产业深度融合突出产业深度融合 争做文旅高质量发展争做文旅高质量发展““示范生示范生””

从今年上半年举办的江苏史上最长文旅消费推广季带动7.61亿曝光人次，到国
庆假期全省国内游客数、旅游总收入恢复到去年同期95%左右水平；从云旅游、云演
艺、云娱乐、云展览等数字化体验新模式的层出不穷，到周边游、“微度假”产品的供
不应求……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我省文旅行业供给、需求双侧发力，捷报频传，
全省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保持全国第一方阵，国内旅游人数、旅游总收入保持全国前
三，不仅展现了我省文旅行业恢复发展的韧性，也生动演绎了“用文化的理念发展旅
游，让旅游更有诗意；用旅游的载体传播文化，让文化走向远方”的江苏实践。

在政策融合上，针对新冠肺炎疫情给文旅行业带来的冲击，及时出台文旅行业
专项扶持政策“苏六条”、助力文旅企业加快恢复发展“苏八条”，共调剂安排1.8亿元
纾困资金，同时梳理整合国家和省内出台的惠企政策形成“政策工具包”，让文旅企
业直言这是事业寒冬中的“暖宝包”。调整省级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方向，
对文旅融合类、新业态类、文旅消费升级类项目予以倾斜，近3年共安排2.6亿元资
金、支持项目200多个。搭建常态化政银企合作平台，组织重点文旅项目金融对接
集中签约，近两年签约项目326个、总授信额超千亿元，在省级层面推出首家文旅特
色支行，为文旅项目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相继出台推动旅游民宿、乡村旅游、“互
联网+旅游”高质量发展等系列文件，创新实施“乡村旅游驻村辅导员行动计划”，引
导和支持文旅企业创新发展、转型升级。

在业态融合上，我省在全国率先出台促进文化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指导意见，促
进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旅游演艺、旅游民宿、文化遗产旅游等业态提档升级，推动更多
文化资源转化为高品质旅游产品。大力推动艺术作品在各类文旅空间展示展演，规划
建设一批小剧场，涌现出大丰荷兰花海《只有爱》戏剧幻城、无锡拈花湾《禅行》等一批实
景版旅游演艺，为游客提供“白天观景、晚上看戏”的全天候旅游体验。22个首批省级
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犹如22颗“夜明珠”，与“夜之金陵”“姑苏八点半”“龙城夜
未央”等具有地方特色的夜经济品牌交相辉映，给人们文旅休闲生活赋予了全新“打开
方式”。近两年我省先后认定省级非遗创意基地13家、非遗旅游体验基地10家，秦淮
灯会、溱潼会船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优秀案例，镇江醋文化博物馆、上演昆曲《浮
生六记》的苏州沧浪亭等非遗特色景点成为网红打卡地。打出“城市+乡村+景区”组
合牌，注重用文化提升旅游创建内涵，推动全域旅游创建走在前列。培育生态康养
旅游、工业旅游、研学旅游、体育旅游等融合产品，强化科技赋能，打造文旅发展新业
态、新模式，创造文旅消费新需求、新场景，丰富文旅监管新功能、新手段，以数字化
转型整体驱动文旅高质量发展。全省现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8家、国家5A级旅
游景区25家、国家级旅游度假区7家、首批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6家，
均位居全国第一；有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镇139家、首批省级旅游休闲街区16
家，我省发展全域旅游、乡村旅游等经验在全国推广。

在品牌融合上，设计推出“水韵江苏”新标识，以“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为主
题，组织拍摄制作系列旅游宣传片和主题片，并通过央视等多种媒体媒介投放，集
中传播展示最有代表性的江苏文旅资源，让人们在充分领略自然之美中深度感悟
文化之美。推动省、市、县协同互动，建设“水韵江苏＋”品牌集群，构建“水韵江苏”
品牌推广体系。同时，加大“水韵江苏”全球推广，建设对外交流精品项目库，用好
海牙、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和12家境（涉）外旅游推广中心，启动建设“水韵江
苏”全球传播中心，搭建多平台、多渠道、多终端的文旅资源宣传推
广网络，吸引更多人到江苏感受美的风光、美的人
文、美的味道、美的生活，收获美的发现。

国家5A级旅游景区——泰州溱湖旅游景区

““抱石风骨抱石风骨··首届中国画双年展首届中国画双年展””开幕式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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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
录录””项目项目——金陵刻经印刷技艺金陵刻经印刷技艺

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南京市浦口区不老村南京市浦口区不老村

突出市场安全质量监管突出市场安全质量监管 打造安心放心舒心文旅圈打造安心放心舒心文旅圈

文旅场所人员密集、流动性大，面对规模庞大的文化和旅游市
场，始终坚持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监管，坚决守牢安全底线，已在
全省文旅系统形成共识。

2018年上半年，全省13个设区市全部完成“同城一支队
伍”改革，39支区级执法队伍“人、财、物”划转到位，省级机
构改革后出台全国文旅系统首个深化“放管服”改革意见，
2020年8月，《江苏省文化市场综合行政执法管理办法》
用政府规章的形式，把近年来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中行
之有效的做法固化下来，这是我省文旅系统牵住改革“牛
鼻子”，在全国先行先试的一个侧影。随后，推行事前事
中事后全链条监管，严格审查娱乐场所、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旅行社、导游资质，严格审批营业性演出
活动，综合运用第三方“体检式”暗访评估、监管执法
等一系列创新举措，为营造安心放心舒心的文旅市
场环境奠定了坚实基础。

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全省文旅系
统以“疫”为令，迅速将工作重点向行业疫情“危险
区”的文旅活动、文旅场馆汇聚，及时研究部署旅
游场所、文博场馆、省内旅游业务安全有序调整和
恢复开放，指导督促各地按照“限量、预约、错峰”
要求，扎实做好文旅场所、旅游景区开放管理，在
节假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组织力量开展“下沉式”
综合督导，督促各地严格落实防控责任，抓实抓
细各项防控措施，坚决防止疫情通过文旅途径传
播。同时，按照“三个责任”“三管三必须”的要
求，以火灾隐患、旅游包车、高风险旅游项目、文旅
场所客流超载等为重点，深入推进文旅行业安全生
产“八大整治行动”，制定旅游包车安全管理办法、
重点隐患问题领办督办“八项机制”等制度机制，以
省政府办名义印发文旅活动重特大突发事件应急
预案，全省文旅行业安全生产形势稳定。

在全力以赴打好疫情防控阻击战的同时，创
新运用数字化手段，推动文旅行业安全监管从“人
海战术”向“智慧监管”转变。2020年7月，上线运
行集智慧服务、智慧监管和智慧分析三大功能于一
体的江苏智慧文旅平台，目前已统一归集全省文旅数
据8362万条，实现了对597家旅游景区、764个乡村
旅游点的实时客流量监测。最近还依托该平台推进全
省社保卡文旅“一卡通”，通过社保卡、身份证、入园码、
健康码、行程码等多码合一认证，更好发挥文旅领域大数
据“耳聪目明”作用，切实提高文旅行业服务和管理效能。

流年不负，岁月可期。前不久，《江苏省“十四五”文
化和旅游发展规划》正式发布，围绕全省美丽资源设计的文
旅发展“大棋盘”由此起笔。“新的征程、新的赶考，需要我们
付出新的奋斗、展现新的作为。”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
记、厅长杨志纯表示，一方面，“戴着口罩抓发展”已成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推进工作的常态，另一方面，进入新阶段，高质量的
文化和旅游产品越来越成为人们高品质生活的必需品。放眼未来，
要努力走出常态化疫情防控下文旅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更加彰显

“两廊两带两区”文旅布局美丽图景，培育打造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
廊道、世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廊道、扬子江世界级城市休闲旅游带、陆桥东部
世界级丝路旅游带、沿太湖世界级生态文化旅游区、沿洪泽湖世界级生态文
化旅游区；更加彰显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赋能文化强省建设作用，推动艺术创
作“高处再攀高”，促进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高效，扩大优质文旅产品供给，更好满足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新需求；更加彰显文化遗产文明价值和时代价值，提升文物保护
与考古工作水平，加强运河文化和长江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实施非遗传承发展工程，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加彰显旅游为民和旅游带动效应，
培育打造世界级旅游景区、度假区，加快发展大众旅游、全域旅游，推进“旅游+”向“+
旅游”转变，努力建设世界重要旅游目的地；更加彰显“水+文化”融合特质，深入推进
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迭代升级乡村旅游、红色旅游、文化遗产旅游等融合业态，进
一步提升“水韵江苏”文旅品牌国际国内影响力，使之成为江苏的文化标识；更加彰显
安全有序文明的江苏文旅市场形象，强化全过程质量和安全监管，提升文旅行业本质
安全水平，推进文旅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将“大写意”精雕成“工笔画”，
奋力推动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助力谱写“强富
美高”新江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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