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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与旅游融合的有效路径 

——以无锡市为例 

张鸣年 

无锡以自然风光优美，人文景观众多，旅游资源丰富，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辉映而被人们称为“好地方”。

面向国内外市场，2013 年，无锡相继推出了一批“文化旅游名品、生态旅游精品、休闲旅游新品”，吸引众多的中外游客来锡

旅游休闲，实现了无锡旅游新突破。2013 年，全年共接待国内游客 6993 . 57 万人次，比上年增长 9 . 9 % ; 旅游总收入达

1132 . 4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2 . 3 % ，占 GDP 比重 6 . 24 ％。。全市已建成旅游度假区 3 个，国家等级景区 47 家。创建

农业旅游点 H 个。成绩的取得，得益于注重文化产业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无锡的做法，对地缘相近、文脉想通的环太湖各地都

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强化文化旅游规划，加大文化旅游项目投入引导 

无锡旅游业在积极实施《 无锡市旅游发展总体规划》 基础上，近两年先后编制完成了《 无锡市休闲旅游产业发展规划》 、

《 无锡市旅游文化产业定位与发展战略研究》 、《 无锡市区重点旅游区规划》 等规划文本，着力打造具有江南山水风光、

浓郁吴地风情．繁华百年工商特色，融观光旅游、文化旅游、休闲度假旅游于一体的最具特色魅力旅游目的地和生态旅游名城。

尚贤河湿地公园、环城古运河历史风貌带等一批旅游度假产品脱颖而出；清名桥古运河景区、惠山古镇、荡口古镇、荣巷古镇、

新区新天地东亚风情街和欧陆风情街等街区以及运河氢湖水上游等项目的建成开放，改善了旅游娱乐购物休闲的环境，丰富了

内容；尤其是氢湖景区、十八湾景区等 10 多个开放式景区以及绿羊温泉、华美达樱花温泉、灵山元一丽星温泉的对外开放，进

一步优化了无锡旅游产业结构，丰富了旅游度假休闲产品的供给，使全市旅游产业竞争力得到有效提升。 

2014 年 2 月 28 日，无锡万达文化旅游城游城业、酒店四大内容。这是江与、省迄今为止最大的旅游投资项日，2017 年项

目建成开业后将进一步完善尤锡休闲度假旅游产品，极大提月无锡文化旅游的影响力。 

二、因地制宜，地方文化特色中寻找文旅融合着力点 

宜兴积极挖掘和整合文化旅游资祝，充分发挥其优势，大力推进“丈谁结合、以文兴旅”，千方百计将文忆囚子更多地融

人旅游业。以重人洁动为媒介，精心筹备“陶都风· 宝岛情”系列活动，致力实现文化传播和旅游推介共赢。以重点项目为载

体，不断丰富竹海、云湖、秀一＿码等旅游景区的文化内涵，加决一进中交阳羡湖旅游小镇、苏宁文体价价综合体等龙头型项

目，打造生态、化旅游业融合发展的示范和标科锡山区坚持以锡山怡人的自然风光和丰厚的人文资源为重点，以名人、名居、

名园等为主要内容打造农村休闲旅游干线。投入约 2 . 3 亿元的荡口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以，: 已经开街，安镇农博园、斗山农

奋态园、绿羊温泉农庄、东港园、厚桥谢棣荡休闲旅游等币游项目蓬勃发展。中国乡认念· 物馆开馆运营，羊尖严家桥古长建

设也即将启动，为锡山文化犷旅游品牌增添了靓色。 

惠山区的玉祁礼社古村文沈旅游综合开发项目，依托礼社灯以得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  通过举办系列文化展演活动、

争色文化旅游活动，编制古村保护议刁，进一步凸显古村的历史风貌．铆人古村的知名度。阳山桃文化旅沙味合开发项目一期

规划面积 5 平方公里，总投资 30 亿元，包括桃文化展示区、桃园农家体验区、桃游人，“从泉休闲区、桃花源宜居社区等 4 中

能区。现园区旅游设施和旅游项目 趋完善，每年接待游客上万人．胜．。山真正成为无锡的“后花园”娜州斗生态休闲度假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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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的“ 闪亮名片”。 

 

南长区突出文化旅游、休游和观光旅游，整合区内文化二和旅游资源，重点打造 11 个旅沂遨点项目，建设一批星级酒店秒

－街区；重点打造南禅寺、西水后：兴寺等一批景区，以南禅寺称河“水弄堂”为主体，加快产品儿－促进文化旅游一体化发

展 、寿名桥古运河景区国家 4A 组区，着力建设运河文化遗产休仗假区、太湖广场休闲度假区。  

塘河湿地公园生活体验度假区。以南禅寺观光旅游、南长街南下塘休闲旅游、清名桥文化旅游为总体定位，打造休闲旅游

和文化创意两大产业集群，逐步形成以清名桥、古运河旅游圈为主体的南长文化旅游框架。该集聚区先后荣获中国历史文化名

街、中国著名商业街、国家 4A 级景区、中国创意产业最佳园区奖等国家级称号。现有各类商家 3000 余户，年均接待游客达 600 

万人次。该区还加快了运河文化艺术馆二期建设，围绕艺术创意的项目定位，发展各类文化会展、工艺美术交流、艺术品交易

产业。依托窑群遗址博物馆．拓展建设窑群文化艺术村．结合伯读路业态定位，发展形成手工艺坊集聚区。加快南长街二期产

业培育，重点培育文化创意、工艺美术、大师工作室等产业形态。推进南下塘民宿体验区建设，重点发展民俗文化产业。 

新区的吴博园以打造具有吴文化特色的国家级休闲旅游度假区为总体定位，园区运营呈现较快发展的态势。仅 2013 年上半

年，梁鸿湿地人园客流近 3 万人，同比增长 46 % ，收人 182 万元，增长 47 % ；赏石园实现门票收人 5 . 5 万元，同比增长

50 % ；丽笙酒店实现经营性收人 886 万元，逢节假日人住率达 90 ％以上，休闲度假酒店特色日益彰显。目前，吴博园重点项

目游客中心― 文化旅游商业街已完成规划论证及项目立项等工作。 

三、主动全面排查挖掘，培育文旅融合新的增长点 

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没有文化，旅游无从谈起；旅游是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旅游，文化得以更好的弘扬。目前无锡已拥

有众多宝贵的历史遗产和遗存．都是无锡很好的旅游资源。 

以惠山区为例，该区文体局积极与区发改局、商务局、经信局等部门联手，排查全区情况，发现并培育多地作为新的文化

产业增长点。主要包括阳山“花间堂”项目，建设规模为“花间堂”国内连锁店之最，也是无锡进驻的首个高端人文客栈品牌。

平湖城民间博物馆，一期建博物馆，采用徽派建筑风格，呈现原汁原味的皖南古建筑风貌，内部陈列明清古家具和室内赏石；

二期建文化会所。酒文化博物馆，旨在弘扬玉祁双套酒悠久的酿造历史和独特的酿造技术，打造工业旅游基地。江苏大田牧歌

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影视及节目策划、制作与发行，人才培训与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等，拓展与国内主要媒体、

艺术专科院校的全面合作，参与举办全国乃至国际性的艺术类赛事，适时推广无锡市人文历史、旅游、餐饮、非遗项目等。 

四、完善旅游软硬设施，拓展文化旅游国内外市场 

坚持以“节”造势，精心打造特色旅游活动品牌，提升无锡旅游在国内外的知名度。持续举办中国徐霞客国际旅游节，在

国内外旅游业界形成较大影响；同时积极整合“城市旅游日”、太湖生态旅游节、阳山桃花节、江阴华西国际旅游节，宜兴生

态文化旅游节等系列节庆活动，集中展示无锡城市旅游形象。全面完成“12301 无锡旅游呼叫中心”、无锡旅游信息服务中心

建设。按照长三角统一标准设置“无锡市主要景区道路交通指引标识牌”468 块，覆盖全市的旅游咨询服务和道路交通引导体

系基本形成。作为全国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积极探索新一代信息技术与旅游服务、旅游管理和旅游营销的有效融

合，2013 年建成“无锡旅游数据中心”，编辑数据 63 . 26 万条，全面涵盖城市旅游各类信息。与百度合作建成“无锡城市百

科”，全方位展示无锡休闲旅游、人文历史和社会经济，上线不到半年游览量突破 200 万次。且近年来无锡旅游始终保持无重

大旅游安全责任事故和重大旅游投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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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重点打造高品位文化载体，推进文化旅游上档次 

自 2008 年全面部署启动的清名桥等五大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修复工程基本完成，保护性修复与老城区人居环境改造、发展

新兴产业、促进城市转型实现了有机结合。其中，清名桥街区人驻书吧、画廊、文化产品零售等文化、创意企业总计 450 余家，

2012 年被评为“中国著名商业街”, “南长天朗运河古城”落地投资百亿元。 

《 梦回江南》 山水实景演出，将裸眼 3D 全息影像技术与实景舞台演出相结合，增强了舞台演出的可读可看性和视觉冲击

力，为其他城市和地区的印象类实景演出的推出和提升提供新途径。惠山祠堂群跻身《 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 ；鸿山、

阖间城两大历史文化遗存先后入选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立项）。惠山街区成功争取“中国泥彩塑研究院”和“中国泥人博

物馆”落户，吸引泥人、锡绣、竹刻等 80 多家传统文化特色的经营项目进驻，重现旧时古街繁华兴盛景象 

。荡口古镇 2013 年国庆长假试行开街，平均每天游客流量接近 2 万，人气十分旺盛；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取得重大进展，

清名桥历史街区人选中国大运河申遗点并通过世界遗产专家的现场考察评估。国内第五座万达文化旅游城 2014 年 2 月在无锡

正式开工；投资 12 亿人民币、国内第三个、长三角首个兰桂坊文化休闲街奠基开工。无锡灵山耿湾禅意小镇是世界佛教论坛永

久会址的重要配套工程，项目预计总投资约 50 亿元，将以禅意文化为内涵，开创“心灵度假”的休闲旅游度假新模式。该项目

已被列人江苏省“十二五”和无锡市“十二五”重点项目，灵山文化旅游创意产业园人选 2013 年度江苏省文化产业示范园区。 

六、民俗文化旅游异军突起，乡村成为重要的旅游目的地 

1 ．挖掘自然田园和美丽乡村的文化特点，完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无锡推出了“千年红豆树，白头偕老情”、“桃花源中

做青团”、“乡村旅游金秋休闲季’，等系列乡村旅游的主题产品。精心策划乡村休闲四季旅游线路，面向市民推出以“春之

魅、夏之趣、秋之氧、冬之恋”为主题的 10 条乡村旅游线路。开展节事系列活动造势宣传，既有传统的桃花节、葡萄节、采茶

节等，也有乡村亲子、市民梨花、休闲烧烤、乡村美食、野营房车等新活动。 

几年来，全市形成了以“美丽乡村”建设为核心，农业园区、田园休闲、名村民俗等为内容的乡村旅游产品体系，呈现多

样化、特色化、精致化的发展趋势，迎合现代自驾游、周边游、短程游的消费市场。 

2 ．加快旅游集聚区，经营模式创新发展，提升乡村旅游发展整体水平 

目前，无锡已经形成五大乡村休闲片区，产业集聚相应初现。以阳山生态园为核心的阳山生态休闲旅游度假区，集聚桃源

葫芦谷、桃花岛、朝阳禅寺、金鸡墩农乐园等诸多景区（点），被省政府批准为省级旅游度假区；接受华西村辐射，江阴市的

双径村、山泉村、红豆村等各具特色，江阴形成以社会主义新农村为核心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在宜兴竹海、云湖等生态景区

周边形成宜南山水休闲片区，篱笆园农家乐、兴望农牧文化园等发挥自然田园的资源优势，宜南乡村旅游形成产业规模；环湖

乡村休闲带转型发展，马山度假岛、太湖山水城的雪浪山香草园、桔湾相继建成；山联村、绿羊温泉、红豆生态园与荡口古镇

连点成线，构成锡东乡村体验的新线路。 

宜兴市湖父镇完善了“协会＋龙头农户十经营户”的模式，湖父镇农家乐协会积极发挥行业的组织、协调和自律作用，带

领农民经营餐饮、住宿、土特产销售等业务，尤其是在篱笆园农家乐的带动下，伏西村已有 21 户农民连锁经营“篱笆骚站”民

宿。锡山区东港镇山联村由村委投资成立山联富民合作社，开发田园观光、乡村动物园、慢道游船等项目，带动老龄农民近 200 

人经营茶室、农家餐饮、住宿、农产品销售等配套服务，形成了“村委十合作社＋经营户”的发展模式。 

3 ．发挥智慧旅游的新服务功能，不断扩大国内外影响力旅游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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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旅游咨询服务中心、政务网站、无锡旅游微博、合作媒体、手机网络客户端等五大系统，全面推介无锡乡村旅游，共

播发微视频（微电影）10 部，编发信息近 1000 条，发放乡村旅游地图 2000 份、乡村旅游指南 5000 册。部分旅游企业着力研

发智慧旅游项目，如，华莱坞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无锡奥塔库科技有限公司都研发了无锡智慧文化旅游系列市场化运作项目，

大大提高了无锡智慧旅游的影响力。 

（作者单位：中共无锡市委党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