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界文化遗产——中国大运河
淮扬运河高邮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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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文物保护传承突出文物保护传承 彰显文化遗产时代价值彰显文化遗产时代价值

悠久的历史馈赠了江苏众多的文化瑰宝，我省现有苏州古典园
林、明孝陵、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3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51
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项目名录10个，国家级非遗项目162个，
国家级非遗传承人178名；各类备案博物馆314家、馆藏文物281万
多件，特别是博物馆观众数连续多年全国第一。如何让“深在闺中人
不识”的国家宝藏在新时代发展中焕发新彩？近些年，全省文旅系统
一直在积极探索、创新实践。

一方面，深化文物保护利用改革，让文物更好“活”起来。推进基
本建设工程“考古前置”，实施江苏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公布首批江苏
省革命文物名录，推动中国明清城墙、江南水乡古镇等跨省联合申遗；
另一方面，创新非遗传承发展路径，让非遗走进现代生活。加强非遗
保护传承体系建设，创新开展“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活动，首批认
定25个省级试点项目，文化和旅游部在全国推广了江苏做法。

如今，到曲艺书场看非遗表演，在临水戏台看沉浸式演出，去古镇
古街看民俗风情，成为越来越多游客休闲新选择。依托各类博物馆、
纪念馆，全省创建了一批研学实践教育基地，无锡博物院“行走”系列
研学旅行、常州博物馆“悦纳龙城 博悟万物”劳动实践课程等社会教
育活动，成为中小学生的第二课堂；南京博物院、苏州博物馆等文博场
所还纷纷培育文创产品品牌，镇馆之宝摇身变成了冰箱贴、胸针、项
链，让那些在历史长河中积淀下来的文化珍存，飞入寻常百姓家。

大运河是彰显“水韵江苏”独特魅力的闪亮名片。围绕助力江苏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走在前列，全省文旅系统聚焦运河文化遗产科学保
护和合理利用，编制出台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两个省级专项规划，提出打造世界级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并研究
制定具体的实施方案；立足大运河全域，以“融合·创新·共享”为主题，自
2019年起每年举办一届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致力打造国际国内有影
响的文旅融合发展平台、文旅精品推广平台、美好生活共享平台。今年9
月举办的第三届运博会吸引超13.6万人次走进现场，线上受众超2.7亿
人次；高水平建成开放扬州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开馆以来每天1万人的预
约名额常常“秒光”，已成为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标志性项目和旅
游网红打卡地；组织运河沿线8省（市）书画家，历时2年，创作完成长135
米、高3米的《中国大运河史诗图卷》，绘制当代“清明上河图”；开展运河
沿线文旅资源普查，建成运河文化遗产监测管理平台，实施一批沿线考古
发掘、文物本体修缮和环境风貌综合整治工程，近两年安排省级以上文物
保护专项资金6.3亿元，支持393个保护展示项目，在运河沿线设立9个
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推动运河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设
计推出运河主题旅游精品线路，集中推出“运河百景”标志性文旅产
品，致力绘就一条历史与现代、文化与生态、自然与景观相得益彰的

“水韵江苏”美丽中轴。

突出打造精品力作突出打造精品力作 滋养百姓精神家园滋养百姓精神家园

“全省每年大型舞台艺术作品新创数量达60部以上，苏剧《国鼎
魂》、滑稽戏《陈奂生的吃饭问题》，分别获国家文华大奖和全国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12部作品入选文旅部‘百年百部’工程，数量
位居全国前列……”近年来，我省文旅系统紧扣时代脉搏，塑造了一大
批既见性格风骨，又见家国情怀、彰显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形成舞台
艺术创作“江苏现象”。这是江苏不断优化艺术创作生态，推动艺术创
作繁荣发展结出的累累硕果。

江苏提出并落实对艺术工作者充分尊重、对艺术创作规律充分
尊重、对艺术工作者辛勤劳动充分尊重“三个尊重”，建立完善财政投
入、院团激励、人才培育“三项机制”，搭建有利于多出精品、多出人才
的各类平台。实施舞台艺术精品创作扶持工程，发挥江苏艺术基金

“孵化器”作用，围绕全面小康、脱贫攻坚、抗击疫情、建党百年等重大
主题组织创作，特别是今年围绕庆祝建党百年，遴选确定50部大型
舞台剧目、20个小型舞台节目并组织展演，这当中包括新创一批红
色主题剧目，昆剧《瞿秋白》、锡剧《烛光在前》、苏剧《太湖人家》、扬剧
《阿莲渡江》等描摹时代底色的作品，为人民群众提供了丰富的精神
食粮。坚持培养和引进相结合，专门设立江苏省戏剧文学创作院、江
苏省书法院，创新实施新金陵画派青年人才培养计划，组织实施“大
树移植”工程，建设高素质“艺术苏军”。组织覆盖所有门类的舞台艺
术优秀青年演员展演活动，搭建全省基层院团优秀剧目省级展演平
台，举办优秀美术家系列展，促进更多优秀艺术人才脱颖而出。打造
艺术活动品牌，从2018年开始，我省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创新举办
戏曲百戏（昆山）盛典，经过3年集中展演，首次实现全国348个剧种

“大团圆”，今年又重点围绕经典剧目、原创剧目、戏曲绝活组织展演，
策划推出“新三年计划”，使之成为加强剧种建设、推动戏曲保护传承
发展的重要活动平台。定期举办江苏省文华奖评选活动，并实行艺
术评奖与文化惠民相结合，今年第五届江苏省文华奖评选有4万多
名观众走进剧场、美术馆，1千多万人次线上观看。联合中国美协、
中国书协，面向全国举办“抱石风骨”“散之风神”“悲鸿风度”美术书
法品牌活动，让江苏文艺精品创作高地建设更有显示度。

20182018年戏曲百戏年戏曲百戏（（昆山昆山））盛典开幕式盛典开幕式

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现场文化惠民送戏下乡演出现场

荣获荣获20192019年国家文华大年国家文华大
奖的苏剧奖的苏剧《《国鼎魂国鼎魂》》剧照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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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产——盐城
黄海湿地

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首届大运河文化旅游
博览会博览会

镇江西津渡儿童研学游镇江西津渡儿童研学游

水 ，是 大 自 然 最 美 的 恩

赐，它滋养文明、孕育万物。

水，是江苏大地自古繁华锦

绣、密密交织的生命源流。独

特的江河湖海资源禀赋，秀美

的自然人文风光，让人们踏遍

万壑千山在这里心心相牵。

拙政园内，亭台楼榭，曲终

人未散；黄海之滨，壮美世遗，

万物皆共生；还有那秦淮河边，

桨声灯影，最抚凡人心……回

溯过去几年，在省委、省政府

坚强领导下，全省文化和旅游

系统依托“水+文化”融合特

质，坚持以水为脉、以文铸魂，

聚焦高质量发展、高水平融

合、高品质生活、高效能治理，

砥砺奋进、开拓创新，充分展

现“水韵江苏”之美，努力打造

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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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文旅消费场景夜间文旅消费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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