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觉：应玥婷/ 责编：毛艳 / 版式：滕方 / 校对：于琳

2023年3月1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毛艳 | 版面编辑 滕方

特别报道

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27

江苏省文化改革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指导

周
刊

近年来，泰州市立足文化产

业发展实际，发挥文化资源与生

态资源优势，整体规划、统筹实施，

文旅融合发展脚步越来越铿锵；

深入挖掘人民海军文化要素，加

快筹划推进“海军文化园”建设，进

一步擦亮“海军诞生地 水兵母亲

城”城市名片；特色文化优势产业

不断集聚，一批龙头型、特色型文

化企业和产业基地脱颖而出；推

动京剧《梅兰芳·蓄须记》、淮剧《杨

根思》等本土优秀作品“破圈”而

出；加大扶持力度，打造文化产业

中的瞪羚企业 、科技“小巨

人”…… 将文化“软实力”转换为

促进经济发展的“硬实力”，城乡文

化产业协同发展迈上新台阶。

□ 文化产业周刊记者 管云林
通讯员 杜宽军 贾健

擦亮“梅兰芳故里、海军诞生地”核心文化品牌

书写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书写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文旅融合，锻造文化赋能金名片

早春三月，“千岛之乡”兴化千垛景区内已
是满目金黄，数千垛大小不一的花岛飘浮在万
顷碧波之上，如一条条满载金花的小船荡漾在
水中。置身于一望无际的千垛菜花间，能感受
到随风而来的醉人的菜花香。

“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兴
化千垛景区作为全球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每
年都会吸引中外游人前来踏春赏景。

即将于3月23日举行的第十三届中国泰
州水城水乡国际旅游节的主题就是“幸福泰州
水润兴化”。泰州，正以“满城春色”邀请中外宾
朋一起赏菜花、看会船、吃早茶、品人文，让这场

“文旅盛宴”更彰显水城水乡的节庆特色。
今年的旅游节更突出水城水乡节庆特点，

在为期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将举办姜堰溱潼会
船节、雕花楼美食节等40多项春季节庆活动，
还将通过承办江苏省乡村旅游节，进一步加快

“旅游+文化”“旅游+生态”“旅游+体育”“旅
游+工业”“旅游+大健康”前进的步伐，持续扩
大“健康名城、幸福泰州”的影响力。

让文旅融合在新时代绽放出璀璨光彩，持
续提振文旅消费，发挥文旅消费的叠加乘数效
应，泰州打出了春游赏花、人文探寻、美食养生
最为自豪的三张特色名片，每一张都十分亮丽。

“当！当！当！”锣鼓铿锵，“下！下！下！”
水手的呐喊句句高亢。在越敲越密的锣鼓声
和雷鸣般的欢呼声中，十里溱湖百舸争流、千
舟竞发，篙子如林、浪花飞舞，篙船如离弦之
箭，从水面腾空跃起……

“溱潼会船甲天下，天下会船数溱潼”。在
江苏省泰州市姜堰区的溱潼古镇，每年都有四
乡八镇的数百只会船云集溱湖，参加一年一度
的溱潼会船节。

溱潼会船，人文色彩颇为浓厚。以“千篙
万桨闹溱湖，百舸争流逐春潮”的壮观，彰显水
乡自然生态、人文风情、旅游景观和会船民俗
之美，积淀了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勇气，传承着
悠久历史和文明，它与傣族的泼水节等一起，
被列为全国十大民俗节庆活动和世界非物质
文化遗产。

紧密结合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深入挖
掘会船文化的精神内涵和时代价值，泰州市在
创新保护传承利用上下足了功夫。

今年的会船节涵盖了开幕式、万朵古山茶
观赏节、“双河”水上观光游览启动仪式、经贸
洽谈会、“中国姜堰黄龙士亚洲杯”女子围棋
赛、“堰上花开”乡村旅游节、溱湖湿地音乐节
等活动，在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同时，更彰显
文化魅力。

走进古韵悠悠的泰州老街，一座极富文化
特色的博物馆——泰州早茶博物馆总能吸引
游客的目光。在中国，以“吃”为主题的展馆并
不少见，然而，以“早茶”这种地域性饮食方式
为主打的博物馆却属实不多。

泰州人的早茶文化流传了上百年，遍布泰
州大街小巷的早茶店溢满了人间烟火气，是当
地美食养生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品种繁多的包子、清香热茶、软糯的烫干
丝、鲜香的鱼汤面……“一茶、三点、一面”唤醒
泰州人的味蕾，独特的味觉艺术，让饮食变得
有滋有味。“早上皮包水（吃早茶），晚上水包皮
（泡澡堂）”，泰州人创造的生活美学文化，让
“尘世间的幸福”从早晨开始。

“吃早茶，是许多泰州人的生活习惯，历史
上，苏中很多地方都有吃早茶的习俗，但保存
至今的已凤毛麟角，唯独泰州将此习俗继承、
保持得最好，并顽强地根植于民间，融于人们
生活之中。”江苏省药膳研究会会长朱坚说。

今年2月，在北京举行的泰州（北京）高质
量发展恳谈会就是从“早茶”开始的。泰州市
领导邀请与会的客商嘉宾共同品尝泰州早茶，
感受泰州人的诚挚热情，体验泰州早茶文化的
独特魅力。

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遍布于青砖黛瓦间
的美食养生文化所带来的舒适、惬意与美学，
道出了泰州的富裕和人文风情。

锤炼品牌，唱响泰州文化最强音

行走在泰州街头，海军公园、海军大道、水
兵广场如影随形，双拥一条街、双拥长廊随处

可见。泰州是人民海军诞生地，被誉为“水兵
母亲城”，见证了人民海军从无到有、由弱到
强的光辉历程。

1999年4月，泰州市建立了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先后获得全
国爱国主义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全国红
色旅游经典景区、全国中小学生研学
实践教育基地、国家国防教育示范
基地等荣誉称号。

文化因创新而辉煌，文物因
赋能而精彩。海军文化元素作
为最光荣的城市符号，已经融
入了城市血脉。进一步擦亮“海
军诞生地 水兵母亲城”城市名片，
是452万泰州儿女最为迫切的心愿。

为全面展示人民海军的艰辛历程
和取得的辉煌成就，着力打造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的文化地标、全国唯一的人民海
军文化溯源地、全球知名的海军文化旅游
目的地，海工装备和高科技船舶产业集群，泰
州市在守正中把稳舵盘、保持航向，在创新中
寻求突破，大手笔统筹规划推进“海军文化园”
建设。

随着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对建设海军文化
特色的展示工程也高度重视，派出专家组考
察海军诞生地纪念馆，并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明确纪念馆的定位与标准，全力打造最具海
军元素的百年精品工程、国家级纪念馆。重
点包括恢复旧址原貌（五进院）；在旧址建造
新的纪念馆；建设海军大道主题广场和新馆
主题广场，打造地标性建筑（雕塑）；充实纪
念馆展陈内容、武器及江边舰艇装备；每年在
泰州举行“4·23”中国海军节，持续做大海军
文化品牌。

万事俱备，春风已至。泰州市成立市级层
面工作专班，推动项目前期洽谈、落地实施。

海军文化园将红色文化、长江文化深度融
合，深入挖掘人民海军红色文化内涵，也为不
同社会群体提供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红色
课程，把“海军诞生地”红色课堂打造成全省乃
至全国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特色品牌，为文化创
新发展拓展更多空间。

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泰州还从丰厚文化积淀中萃取出“梅兰芳、泰
州学派、里下河文学、郑板桥”四大城市文化标
识，深入挖掘特色文化资源，让越来越多的泰
州文化元素不再“曲高和寡”，“活”起来、“火”
起来的文化更讨人喜欢。

泰州有2100多年的建城史，兼融吴楚越
之韵，汇聚江淮海之风。这里人文荟萃，施耐
庵、郑板桥、梅兰芳是其中杰出代表。

今年1月，由泰州市与国家博物馆、梅兰
芳纪念馆联合策划举办的“梅澜芳华——梅兰
芳艺术人生展”在北京与广大观众见面。近三
个月的展览，数十万名观众走进国博、走进梅
兰芳的艺术世界，感受梅乡的艺术魅力。

高起点打造四大城市文化标识，构筑文化
发展新优势，锻造一座更有魅力、更有活力、更
有温度的“人文之城”，泰州加快筹建梅兰芳艺
术中心，组建梅兰芳京剧团，京剧《梅兰芳·蓄
须记》全国巡演，将“梅”元素远播神州大地。

每年举办的梅兰芳艺术节，唱一曲京腔醇
厚，兴一派梅韵流芳，彰显了梅兰芳文化标识，
让梅郎形象处处可见，梅氏风骨口口相传。从
今年起，还将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方式，联
合江苏省戏剧学校实施京剧人才培养计划，不
断续写“百梅争艳”新篇章。

去年举办的第二届泰州“百梅争艳”戏曲
汇上，梅花奖获得者朱世慧、万晓慧、王小
蝉，为观众献上了经典作品《徐九经升官
记》，“三朵梅花”在泰州大剧院华丽绽放，精
湛的表演、扎实的功底和完美的艺术呈现，让
泰州戏迷大饱眼福。“梅花奖”精品剧目展演
还增设了云上戏曲展播板块，选择10场剧目
进行线上展播。让“精品剧目”深入“泰有
戏”小剧场、街道社区、学校等地，通过举办

“梅郎故里戏曲会客厅”“戏曲艺术讲堂”“大
师课”“票友联唱见面会”等，让“梅花奖”得
主和演员们走近群众。如今的泰州正逐步成
为全国戏曲文化高地。

放大“梅郎故里·戏曲圣地”品牌影响力，
以戏曲与其他艺术门类融合创新为主要形式，
以真人秀和国潮音乐节为载体，依托bilibili、

抖音、小红书等平台“破圈”传
播、跨界体验，打造了潮戏、潮
曲集中地，让群众近距离感
受戏曲魅力。

促进文化产品与技术、模
式、业态、场景等融合发展，增
加先进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是
泰州文化产业发展题中之义。抓
住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让文化自信在文化活动中不断培厚。

今年，泰州市还将举办泰州学派学
术峰会、第十一届里下河文学研讨会、

“一枝一叶总关情”郑板桥诗书画大赛、郑
板桥艺术节等活动，不断提升“梅兰芳、泰州
学派、里下河文学、郑板桥”四大特色文化品
牌影响力。

放大文化核心品牌效应的目的是赋能高
质量发展。2022年泰州市特色文化产业增加
值达 104.91 亿元，破百亿大关，增速达
17.04%，远超同期GDP增长率。其中，水乡工
艺产业增加值41.55亿元，增速达到18.53%；
乐器产业增加值12.38亿元，增速达36.73%；
文娱装备产业增加值50.97亿元，增速达到
11.98%。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
能和新引擎。

厚植优势，激发创新发展新动能

走进黄桥镇，总能听到悠扬的琴声在耳边
荡漾。黄桥镇有小提琴、大提琴、贝斯、钢琴、
吉他和尤克里里等10多个品种乐器及配套企
业230多家，其产量约占全国总量的70%以
上，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5%以上，已经成为世
界最大的提琴产业集聚区，吸纳了近2万名相
关从业者。

牢牢把握文化产业发展特点规律和资源
要素条件，提高文化产业规模化、集约化、专业
化水平，泰州有十足的底气和创新的举措。

去年出台的《泰州市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行动计划（2022—2025年）》让文化产业发展
布局思路更加清晰：发挥文化资源与生态资源
优势，整体规划、统筹实施，打造“1+8+6”的发
展格局。“1”是指打造古盐运河文旅融合发展
带；“8”是建设泰州文化创意产业园、泰兴济川
文化产业园、中国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等8个
重点文化产业园区；“6”是6个市（区）重点发
展数字文化、文化旅游、文化制造、高端印刷、
版权服务、创意设计、文化娱乐、文化会展、影
视传媒、体育休闲等文化产业业态。

春节刚过，以工艺品创意设计、演艺剧目
创作、游戏软件开发、动漫设计等为产业主体
的泰州市文化创意产业园区春意涌动，一股充
满朝气和活力的创新之风扑面而来。作为第
一批省级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
这里的文创底蕴和根基深深吸引了年轻创业
群体。

先后举办了“NCBP国家杯棋牌职业大师
赛”泰州站比赛、江苏省电竞俱乐部联赛启动
仪式、泰镇扬三市高校LOL对抗赛和王者荣
耀5G体验赛的泰州智力竞技产业基地，一群
敢于有梦、勇于追梦、勤于圆梦的年轻人正紧
锣密鼓筹划着今年新的创意项目。

科技为文化赋能，文化为科技铸魂。充
分发挥文化创意产业园、中国黄桥乐器产业
园等重点文化园区的载体带动作用，泰州市
强化主导产业、领军企业带动作用，推动科
技、信息、数据、资本、人才等各类生产要素
汇集，提供可共享共用的基础设施、技术设
备、信息资源和中介服务；发挥集聚效应，提
升规模效应，降低文化企业的创业和运营成
本，培育良性互动的产业生态，让文化科创产
品在流量时代迅速“出圈”，形成“1+1＞2”的
产业协同效应。

推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工作联席会议
制度是泰州横向联动、融合发展的创新之举。
文旅、科技、金融、商务、工信等部门齐聚一堂，
围绕“文化+”使人才、资本、技术、信息等文化
生产要素合理流动、融合，在更高起点、更高层
次、更高目标上推进文化发展，不断释放本土
文化内涵，激发文化市场经营主体活力，持续
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强大动力。

“文化+旅游”整合起人文、体育、特色乡
村等旅游资源，望海楼、桃园、梅园、乔园、学政
试院、中国评书评话博物馆、江苏盐税博物馆
等11个景区景点和老街、三水湾、柳园3大文
商旅街区串点成面；“文化+科技”再拓新蓝
海，“云演出”“云展览”等在线沉浸式文化服
务，满足了更多人线上文化需求；“文化+金
融”推动资本向文化产业不断汇聚，构建起多
层次、多渠道、宽领域的文化金融服务创新体
系；“文化+节庆”不断拓展城市知名度与美誉
度，让文化元素更能体现可视化、交互性、沉浸
式的新趋势，促进了文商旅融合发展。

变单人敲锣为众人打鼓。泰州市做足“文
化+”文章，文化与体育、旅游、农业、康养融合
发展，产业链的拓展延伸，催生出新的文化消
费产品和服务，持续推动文化产业转型升级和
发展壮大。

文化永续，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
更需要顺时应势、推陈出新。新时代十年泰
州文化建设成就非凡，续写文化发展新华章
任重道远。

凤城河畔，文化创造源泉正充分奔涌，文
化产业大文章越写越精彩，正为铸就社会主义
文化新辉煌提供不竭的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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