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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4日，《中国县域旅游竞争力报告2022》发布,2022(第五届)中国县域旅游综合竞争力百强县市名单揭
晓，东台市四度上榜。近年来，东台紧紧围绕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目标，持续放大生态资源优势，深度挖掘历史
人文底蕴，创树美丽乡村示范标杆，做好农文旅产业融合大文章，赋予全景东台更多特色内涵。数据显示，1—11月，
全市共计接待游客746.5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97.6亿元。

全域旅游多轮驱动
文旅品牌全面开花

东台旅游资源丰富，为全力推动文
广旅事业高质量发展，东台始终坚持

“争一流、创唯一”的高位追求，统筹推
进全市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10大
类32项任务。组织国内知名旅游专家
和省市文旅部门领导专题调研论证，推
动黄海森林、条子泥、西溪创建国家5A
级景区、国家级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安
丰汽车站旅游集散中心对外开放，市级
旅游服务中心、条子泥海韵园旅游集散
中心即将运营，手绘导览地图投放市
场，“一部手机游东台”即将上线。

品牌建设方面也收获颇丰。黄海森
林获评世界遗产青少年教育基地；条子泥
入选全国美丽海湾优秀案例；旅游公路1
号线东台段入选全国7条“最具人气的
路”之一；西溪被列为国家夜间文旅消费
集聚区创建培育单位，为江苏唯一，获评
省首批“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为盐城唯

一，同时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
优选项目”名录；红庄村获评省级乡村旅
游重点村；巴斗村入选省农旅融合案例，
党总支书记入选全国乡村文旅带头人；西
溪草市街入选中国旅游休闲街区创新发
展案例；黄海森林温泉酒店获评江苏精品
休闲度假饭店；三仓喜马拉雅帐篷露营基
地入选省乡村旅游“新技术新应用新场
景”案例；“四季东台”文旅惠民系列活动
等3个项目入选江苏文旅消费热力榜。

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产业发展提质增效

步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东台深
度挖掘丰厚历史文化传承，充分发挥生
态好、资源丰的优势，上连天线，下接地
气，不断推进项目建设，丰富城市文化
内涵，力促农旅、文旅、康旅等文化+新
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

2022年，东台全市开工建设重点
文旅项目12个，总投资13.43亿元，目
前已完成投资12.6亿元，其中4个项目

列入盐城市5000万元以上项
目。黄海森林建成试运营森
林小火车、木育森林；西溪建
成仙凡客栈、M45文创
店、东台大粮仓概念集
市、结发街鱼汤面馆，推
出情境戏剧《范仲淹》；
条子泥推进区域旅游
规划调整、海潮路建设
和方塘河口湿地修复；
时堰红庄村艺术里二期
艺会中心基本竣工。

瞄准深圳、上海、北
京等文旅产业高地开展专题
招商，招引一批高星级酒店以及
亲子研学、健康度假、夜游体验项
目落户东台。培育新型融合业态，
推进“农业+旅游”“体育+旅游”“城市+旅
游”，打造“动感乡村，缘来东台”乡村旅游
精品项目、“周末体育”户外休闲基地，培
育一批城市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培植
更具体验度、辨识度的旅游产品，举办“东
台有礼”十佳文创商品创意大赛，不断丰
富文创商品体系。

文艺精品再获佳绩
文化印记熠熠生辉

东台历史悠久，丰富的文
化内涵赋予这座城市独

特的韵味。促进文
旅发展，东台打好
“文化牌”。在第
十五届省“五星
工程奖”评选
中，舞蹈《发
绣》以全省舞
蹈类第三名的
好成绩获奖，国
画《代代有余》

为盐城唯一获奖
的美术类作品，小

淮剧《老九报账》获网
络最佳人气作品奖；歌曲

《我家门前的河》获盐城市第九届“五一
个工程”奖；锡剧《涓生之路》入选江苏
艺术基金资助项目。

发绣作品《丝绸之路》获全国工艺

美术设计创
新大赛“百鹤金

鼎奖”；安丰、富安
入选省级地名文化遗
产；2件发绣作品入选

国家非遗馆藏展品；与南大合作，形
成泰东河沿线及周边区域文化遗址考
古计划；承办盐城市非遗购物节，创
新展示东台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加强
书香城市建设，人民公园城市书房获
评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悦·读”读
者主题沙龙获评盐城市“十佳特色开
放日活动”，“我为你诵读”获评盐城
市全民阅读优秀阅读品牌；探索开展

“云上博物馆”直播讲解活动，承办
盐城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团会议暨采
风活动，群文优秀节目调演在线观看
人次超 30 万，“缤纷夏日文化惠民
月”形成品牌效应，东台文化影响力
进一步提升。

宣传矩阵齐齐发力
聚集人气活跃市场

在东台，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让人
们感受到这座城市的活力与魅力，游客
好评不断。承办全省乡村旅游节（盐城）
分会场活动，创新设置特色乡村展、非遗
互动、带货直播等环节，网络直播观看人
次超30万；组织百家盐旅看东台、文旅特
色市集等“中国旅游日”活动，承办盐城市
景区旅行社对接会，省内外100多名嘉
宾、客商来东台考察文旅产业发展，文旅市
场活力进一步激发；在盐城、南通举办特色
路演推介，剧本体验馆模式深受游客好评；
联合中国驻首尔旅游办事处，在韩国推出

“一路走来 还是东台”主题线上活动，海外
推广持续发力；制作发布宣传短视频100
多个、浏览量超200万，在各主流媒体宣
传200余次，东台文旅美誉度持续提升。

为全力开创东台文广旅事业发展的
新局面，不断放大东台“绿之蓝”文旅品

牌效应，下一步东台将从重点文旅品牌
创建、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提升文化综合
实力、优化公共服务效能、全域宣传出新
出彩等方面发力，为“勇当高质量发展领
头雁，奋力绘就‘四个东台’建设新画卷”
贡献文旅力量，全景展现“一路走来 还
是东台”的独特魅力。围绕市文旅产业

“十四五”“一心两核三片区”布局，协同推
进沿海城市副中心片区建设，打造成为“世
界级滨海生态旅游廊道”最重要节点，彰显
东台自然生态之美、绿色发展之美。围绕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东台非
遗文化、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主题，推出
一批小戏小品、书法美术等文艺精品力作，
不断提升百姓文化幸福指数。推出东台
文旅IP形象及主题文创产品，打造城市文
旅品牌标识，不断扩大东台文旅的“朋友
圈”。通过举办品牌活动、全域旅游高峰论
坛、特色文体赛事等，以更富魅力的文旅体
验持续扩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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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一流争一流 创唯一创唯一””凸显特色优势凸显特色优势 东台全域旅游精彩绽放东台全域旅游精彩绽放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规范地名管理、保护地名文化的重要指示批示和国务院新修订的《地名管理条例》，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根据省民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
设厅等6部门联合印发的《江苏省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办法（试行）》，今年4月，省民政厅印发《关于开展2022年全省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工作的通知》，组织开展了2022年全省地名
文化遗产评定工作。经逐级推荐、部门会商、专家论证、研究确定和社会公示等程序，近日，省民政厅、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省交通运输厅、省水利厅、省文化和旅游厅、省地方志编
纂委员会办公室等6部门联合公布2022年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单。这也是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单。

名单发布后，各地将积极开展地名文化遗产宣传保护等工作，通过编制地名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设立地名文化遗产碑牌、拍摄微视频、开设网站新媒体专栏等多种形式，大力加
强地名文化遗产宣传，不断提升地名文化遗产的影响力和知名度，切实发挥地名文化遗产评定工作在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文化自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出炉出炉

一、古城地名（50个）

南京市：14个
南京、金陵、建康、建业、白

下、建邺、石头城、江乘、秣陵、丹
阳、湖熟、江宁、浦口、棠邑

无锡市：3个
无锡、江阴、宜兴
徐州市：4个
徐州、丰县、沛县、邳州
常州市：7个
常州、晋陵、毗陵、延陵、武

进、金坛、溧阳
苏州市：5个
苏州、吴江、姑苏、常熟、昆山
南通市：2个
海门、如皋
淮安市：3个
淮安、淮阴、清江浦
盐城市：1个
盐渎

扬州市：5个
扬州、广陵、江都、宝应、高邮
镇江市：1个
镇江
泰州市：4个
泰州、海陵、兴化、泰兴
宿迁市：1个
沭阳

二、古镇地名（79个）

南京市：13个
淳溪、西善桥、龙潭、汤山、麒

麟、东山、牧龙、禄口、乌江、瓜埠、
固城、上新河、长芦

无锡市：4个
荡口、梅里、长泾、周铁
徐州市：3个
古邳、窑湾、土山
常州市：7个
红梅、兰陵、奔牛、孟河、洛

阳、雪堰、儒林

苏州市：23个
枫桥、浒墅关、木渎、甪直、光

福、东山、香山、胥口、虎丘、平江、
盛泽、平望、黎里、同里、震泽、古
里、凤凰、周庄、巴城、锦溪、千灯、
浏河、沙溪

南通市：4个
狼山镇、栟茶、白蒲、掘港
淮安市：6个
河下、平桥、马头、渔沟、蒋

坝、高沟
盐城市：2个
安丰、富安
扬州市：10个
湾头、甘泉、瓜洲、大桥、邵

伯、氾水、射阳、十二圩、界首、
菱塘

镇江市：1个
宝堰镇
泰州市：5个
白马、溱潼、沙沟、昭阳、黄桥

宿迁市：1个
半城

三、古村落地名（71个）

南京市：17个
前杨柳村、花神庙、能仁里、

大胜关、七家湾、山阴村、黄龙岘、
杜桂、窦村、佘村、呈村、仙坛、骆
山、周城、沧溪、漆桥、方巷

无锡市：6个
严家桥、礼社、赤岸、红豆树

坞、湖塘里、胥井
徐州市：2个
吕梁、金刘寨
常州市：12个
金家村、青城、阖闾城、蠡河、

淹城、杨桥村、董永村、三星村、王
母观村、黄金山、陆笪村、沙涨村

苏州市：9个
舟山、陆巷、三山、莫厘、东

村、明月湾、李市、赵陵、武神潭

南通市：1个
青墩
连云港市：1个
高公岛
淮安市：2个
青莲岗、龟山
盐城市：1个
草堰
扬州市：4个
雷塘、波斯、渌洋湖、龙虬庄
镇江市：12个
黄墟村、黄连山、九里村、柳

茹村、三城巷、滕村、萧家巷、张
巷、石狮沟、葛村、华山村、儒里村

泰州市：3个
柴墟、仓场村、老阁村
宿迁市：1个
王铺

2022年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名单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村落地名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村落地名（（常州常州））淹城淹城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镇地名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镇地名（（扬州扬州））十二圩十二圩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城地名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城地名（（南京南京））湖熟湖熟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城地名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城地名（（苏州苏州））姑苏姑苏

题图为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题图为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
文化遗产古镇地名文化遗产古镇地名（（徐州徐州））窑湾窑湾

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镇地名江苏省首批省级地名文化遗产古镇地名（（无锡无锡））梅里梅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