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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运河文化带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策略探析 

——以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小城镇为例 

柳邦坤 李蕊
1
 

(淮阴师范学院传媒学院，江苏 淮安 223300) 

【摘 要】：利用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发展文化产业得到了运河沿线城市的高度重视,而运河沿线小城镇文化产业

的创新与发展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引起重视。运河沿线小城镇也同样具有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

源,大运河江苏段沿线有许多小城镇,如窑湾古镇、码头古镇、邵伯古镇、震泽古镇等,可以发展运河特色文化产业,

拉动文化消费,促进小城镇经济与社会全面发展。结合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与国家发布的大运河文

化保护传承利用规划纲要的要求,探讨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策略,对推动大运河文化带江苏段运河沿线小城镇特色

文化产业的创新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把江苏运河小城镇建设好,能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起到

示范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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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大运河文化带沿线有许多著名的小城镇,有的如今仍然是政府建制镇,如北京通州区的张家湾镇,河北廊坊的胜芳镇,天津西

青区的杨柳青镇,山东济宁的南旺镇,山东聊城的张秋镇,河南安阳的道口镇,浙江嘉兴的乌镇、西塘镇,湖州的南浔镇,杭州余杭

区的塘栖镇,宁波的溪口镇等。江苏的运河古镇较多,如徐州的窑湾镇,宿迁的皂河镇,淮安的码头镇、蒋坝镇、平桥镇,扬州的射

阳湖镇、邵伯镇、安宜镇、瓜洲镇,镇江的谏壁镇、辛丰镇,常州的奔牛镇,无锡的阳山镇,苏州的同里镇、甪直镇、木渎镇、震

泽镇、盛泽镇、平望镇、光福镇、望亭镇、浒墅关镇等。也有的现在虽不是政府建制镇(有的成为社区或街道),却曾经在历史上

是知名的运河古镇,如山东济宁的夏镇、江苏淮安的河下古镇,扬州的茱萸湾古镇,镇江的西津渡古镇,常州的杨桥古镇、焦溪古

镇,无锡的惠山古镇、荡口古镇、周新古镇,苏州的枫桥古镇等。江苏大运河沿线有 13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20个大运河古镇古

街。总体而言,江苏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小城镇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底蕴厚重,具有发展文化产业的优势与条件。大运河沿线小城镇

众多,以江苏大运河沿线小城镇为例,探究文化产业的发展策略问题,对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小城镇的振兴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把

江苏运河小城镇建设好,能为大运河文化带沿线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起到示范作用。 

1 合理利用资源,弘扬运河文化 

1.1文化遗产的梳理与盘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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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具有权威性、统一性和动态性的“运河文化资源普查数据库”,打造集管理、研究、展示于一体的监管和数字公开服务

平台,并在此基础上推进大运河文化遗产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利用。 

1.2文化资源的利用与活化 

建立健全具体的运河保护计划——“大运河文化+”计划,大力促进运河沿线的经济发展、城市建设、生态建设三者的融合

发展,最终将运河沿线的大中城市与小城镇建设成极具地方特色、具有发展活力、体现浓郁文化的城镇群。 

1.3文化法制的健全与推进 

加强运河文化立法,进一步建立健全诸如《大运河保护法》《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做到有法可依,通过

法制建设,为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提供保证,为运河文化的发扬光大打牢法制基础。 

1.4文化保护的借鉴与交流 

学习全球运河城市与古镇对于运河保护所采取的有效办法,借鉴经验,取长补短。致力于搭建有效的文化交流平台,通过运河

文化保护与开发利用的互动交流,保障运河沿线城市与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具有国际视野。同时将中国大运河沿线城市与小城镇

保护与传承运河文化、发展运河文化产业的实践与经验,向世界推介。 

2 打造特色品牌,拉动文化消费 

中国大运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积淀,经过国家和沿线省、市的努力,终于在 2014年申遗成功,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认可,

成为人类的历史瑰宝,这是中国人的骄傲。运河文化的不断发掘,也让人们逐渐重视其历史价值。 

2.1定位特色风格,打造超级“IP” 

运河是沿线城市与小城镇的文脉所在,运河文化是运河历史的积淀。各小城镇应该因地制宜,打造艺术村、影视小镇、体育

小镇、康养小镇等,如无锡市拈花禅意小镇,其建筑参考唐代古建筑风格,通过三条主要陆路和水道规划出“五谷”“一街”“一

堂”的主体功能布局,因其禅意风格,形成了“五瓣佛莲”的平面格局。小镇为突出禅风,推行特色活动——禅行、禅修,打造出

具有独特产业链的特色小镇,真正实现了从无到有,获得了一年 6 亿的可观收入。运河沿线小城镇的发展,只有体现出自身特色,

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2.2创意设计伴手礼,满足游客购物需求 

伴手礼也即纪念品和土特产品,是人们到一地旅游要购买回去自用或馈赠亲朋好友的礼品。伴手礼不仅可以体现出浓郁的区

域文化特征,而且还能传播区域文化,同时它能有效地增进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联络,还是展示地方文化形象的重要载体。因此,要

搞好伴手礼的创意设计,生产制造,品牌营销。 

北京故宫的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北京故宫的许多文化创意产品都取得了良好的营销效果,其文化创意产

品,将故宫文化展现得淋漓尽致,前来购买的游客络绎不绝,在传播故宫文化的同时,更传播了中华传统历史文化。同样的,江苏运

河小城镇也可以挖掘运河文化元素,设计、生产一系列创意伴手礼,满足游客的购物需求。窑湾古镇现在的伴手礼主要是绿豆烧

与甜油,虽然有古老的传承,但依然运河特色不够鲜明,尤其不能满足年轻消费群体的需求,需要探讨新思路,创意开发新的伴手

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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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形成产业链条,注重效益优化 

“一个成功而又富有影响力的旅游文化创意产业项目,能催生地区的产业链,带动商贸、服务业等不断发展,增加就业岗位,

促进地区经济繁荣[1]。”所以围绕着运河文化要衍生一系列文化产业和产品,并形成一定产业规模和产业链。一是,文化产品生产,

如图书、杂志、音像制品、文化周边等;二是,文化传播服务,可以通过博物馆的参访,广播电视、微电影、短视频及纪录片的录

制与播放等实现;三是,文化艺术服务,包括漕运文化模拟演示、地方戏剧的表演等其他文化艺术服务;四是,最热门的网络文化服

务,主要是指运河小城镇网站的建立、电子购票团购、线上询问旅游资讯等网络服务并主要针对年轻的消费游客;五是,文化休闲

娱乐服务,主要强化体验式旅游理念,使用最新 VR 技术、全息投影等,使旅游景区现实与虚拟结合,带给旅客最新的视觉体验,使

旅游活动“可参与、可互动、可感受、可享受”;六是,其他文化服务,主要是指小城镇文化产品的租赁,广告和展览服务,如服装

租赁和拍摄照片,运河相关书画、摄影的展览等(如图 1所示)。 

 

图 1运河小城镇文化产业链设计 

4 多维营销推广,扩大区域影响 

4.1传统媒体的传播营销方式 

作为最重要的营销手段,广告应该是江苏运河小城镇向目标消费者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在报纸、广播、电视上投放广告,

在影视作品里植入广告,在高速公路、城市广场等地做户外广告,在飞机、列车、大巴上播放广告。有条件的小镇可以聘任形象

代言人,拍摄纪录片,传播小镇形象,如徐州新沂一家旅游公司投资,在窑湾镇拍摄的四集纪录片《一条河,一座城》,讲述了窑湾

古镇前世今生的故事,深入挖掘并传承大运河文化,纪录片多次在央视纪录频道播放,通过有效的媒体传播方式成功推广了江苏

运河古镇窑湾。 

4.2新兴媒体的传播营销方式 

随着现代互联网科技的快速发展,文化产品的传播与营销不能仅满足于只依靠传统的模式。新兴的网络媒体、移动媒体更便

于广泛地传播信息。运河小城镇文化产品的网络营销是互联网时代下的必然选择,也是江苏运河小城镇文化产业市场推广最主要

的方式之一。 

江苏运河小城镇文化底蕴丰厚,可以借助网络视听技术拍摄城镇旅游宣传片、非遗文化宣传片、消费者体验宣传片等,通过

“三微一端”(微博、微信、微视频、客户端),将这些资源整合后进行网络推送,轻松达到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运河小城镇

文化产业市场推广必须与时俱进,小城镇及文旅企业应开通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加强策划,及时更新内容。简短而信息含量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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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短视频已成为人们快速获取信息的手段,策划、制作宣传运河小城镇标志性景点、小城镇人文历史、小城镇美食的短视频,通

过官方微博、官方微信以及当下火爆的短视频平台如快手、梨视频和抖音等推送。 

4.3完善丰富运河小城镇官方网站信息 

信息过分泛滥却又零散让消费者很难索取到自己想要的信息,而创办覆盖面广、优质高效的网站,对运河小城镇对外传播,对

提升知名度、人们的信赖度都有很大帮助。两项程序应用对于网络消费者具有重要的作用:第一项程序应用是网页分类导航;第

二项程序应用是页面设计。这两项程序应用不仅能够减少网络消费者对相关信息进行检索操作时的时间消耗,还可以提高网络访

客的应用满意度。各运河小城镇在进行官网建设时,还应注重网络互联,加强合作,互相推广,这对区域合作是至关重要的,特别是

发展运河文化旅游时,可促进全域旅游的开展。 

5 适应网络需要,发展数字产业 

5.1重视“互联网+” 

截止 2017 年底,中国网民数量已经达到 7.72 亿,其中,手机网民占 97.5%[2]。发展文化产业,必须重视网络,必须重视数字文

化产业,现阶段与数字相关的各项文化产品已经在群众文化消费领域中占主要地位。 

目前,“互联网+”发展势头迅猛,成为文化发展新业态,2017年以来,文化产品服务的生产、传播、消费的数字化、网络化现

象明显,互联网已成为新形式文化发展的新平台,为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运河小城镇应做好“互联网+文化”“互

联网+旅游”等文章,重视内容产业开发,发展网络文学、网络视听等产品。 

5.2打造契合的网络游戏 

将运河沿线的城镇历史文化故事、自然景观都尽可能呈现在游戏的场景中,并且游戏的角色选择也凸显浓郁的历史特色,主

要包括能体现当地文化的相关历史人物,运用与当地历史有关的一系列典故等使游戏具有丰厚的历史底蕴。以网游方式将江苏运

河小城镇的文化特点与现代化科技手段有机结合。 

游戏产品具有丰富的文学和艺术元素,游戏设计者应把艺术性与运河历史文化进行良好地融合,使游戏具有更加丰富文化内

涵和吸引力。具体设计过程中,游戏的开发部门要能对当地历史文化特色进行深入的调查与了解,最大程度上实现运河文化与游

戏设计的完美结合,同时进一步分析游戏受众的口味,在此基础上开发具有丰富内涵的、市场前景看好的相关游戏产品,从而实现

运河小城镇数字文化产业的发展。 

6 建设旅游景区,推进文化旅游 

大众旅游和全域旅游是当下旅游者们较为青睐的新型旅游方式,人们对旅游品质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文化旅游日益受到人

们的喜爱。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家门,去体验各地不同风格的文化,追溯悠久历史留下的文化印迹。 

6.1推出名人故里游 

物质文明带动精神文明发展,运河给城镇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丰富了人们的精神世界,运河沿线城市与小城镇可谓人文

荟萃,人才辈出。江苏运河沿线城镇走出了不少名人贤士,如常州青果巷里的瞿秋白、赵元任、周有光,扬州邵伯镇的朱自清、董

恂,淮安码头镇的枚乘、韩信、漂母,淮安河下古镇的吴鞠通、吴承恩等,古镇养育了他们,他们也给古镇留下许多历史佳话。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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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借助名人效应,推出名人故里游,打出品牌。对名人故居要妥善保护,维修力争保持原貌,应尽力搜集图片、实物等,搞好故居的

图文介绍,让游客有所看、有所悟。 

6.2打造主题酒店与特色民宿 

运河沿线小城镇发展旅游业,必须考虑游客住的问题,要让游客有的住,住得舒适,获得在大城市不一样的居住体验,建设独

具魅力的主题酒店就是一个选择,例如可以突出运河特色,打造漕船主题酒店、龙船主题酒店,让游客感知古代漕运的历史,让游

客体验隋炀帝以及康熙、乾隆下江南在运河上坐、住龙船的情景。运河主题酒店要展现独特魅力和个性,提高酒店产品的品质和

品位。 

随着共享理念内容的不断扩充,特色民宿也成为当今年轻人旅游住宿的新宠儿,在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民宿内,游客能更好

地感受当地的风土人情,如安徽宏村的民宿,经典徽派建筑加上依山傍水、翠竹环绕,成为盘活小镇闲置房屋,体现房主设计“情

怀”,形成一定品牌效应的方式之一。不同于民宿发展初期的散乱,各地民宿呈现出品质提升、个性服务、连锁经营三大趋势,民

宿内无线网、吹风机、茶点等应有尽有,有些还配套厨房、阳台等,并充分融入当地特色,可以让游客自己动手做饭,体验做厨师

的乐趣,也可以给入住民宿的游客提供农家菜,感受乡土氛围。互联网背景下,途家和蚂蚁短租的出现,实现民宿连锁管理化,第三

方平台认证后,安全性、隐秘性也得到保障。 

6.3开发演艺产业 

在运河小城镇,可以策划推出水上实景演出如《运河大观》《码头故事》等,重现历史,再现漕运的辉煌。可以把运河非遗在

演出中呈现出来,传承运河非遗,如江苏运河沿线小城镇非遗资源异常丰富,国家级和省级非遗民间音乐有江南丝竹、高邮民歌、

十番锣鼓等;传统戏剧有昆曲、苏剧、滑稽戏、锡剧、扬剧、淮剧、淮海戏、泗州戏、柳琴戏等;曲艺有苏州评弹、扬州评话、

扬州清曲、扬州弹词、淮海琴书、徐州琴书等[3]。通过实景演出或非遗展演,让观众感受运河的璀璨文化魅力。如淮安市河下古

镇紧邻市区,游客较为集中,可以推出《河下·运河》的实景演出。还可以在运河小城镇游客集中的场馆或广场,推出非遗展示、

民俗表演。 

6.4创建特色小型博物展览馆 

博物馆有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文化沙龙的功能;二是,购物中心的功能;三是,接待室的功能。运河小城镇可以对两类博物

馆进行着重建设:第一类是特色小型博物馆,小城镇博物馆一定要“小而美”,不求规模庞大,力争展示出当地运河历史文化特色;

第二类是非国有博物馆,对于民间所收藏的各类具有展示价值、彰显运河特色的展品,争取获得民间收藏者的展示允许,将这类藏

品在地方宅院中进行公益展示。同时,严格把关博物馆所展示的产品质量,利用先进的 GPS 定位技术实现对博物馆讲解器的系统

追踪,张贴二维码扫描讲解展品。如淮安市码头镇可以创建清口水利枢纽博物馆,展现古人河道治理的不朽功绩,讲述漕运故事。 

6.5开发互动式体验旅游 

这种旅游形式主要是为游客带来良好的旅游体验,增强游客在旅游过程中的参与感。比如农家乐,20世纪 80年代中后期开始

流行起来,在这种旅游形式中,人们通过下田地农作、吃农家大锅饭、住农家田园房屋,体验农村乡野生活,成为体验式旅游的雏

形。与普通旅游体验形成对比的是,体验式旅游更注重为参观者提供与他们生活截然不同的体验观感,例如为城里人提供农村生

活体验,把游客带到不同的地区,或不同的生活时代,让游客体验不一样的生活。运河小城镇拥有非遗资源,游客还可以参加传统

戏剧、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的表演,参与到传统手工技艺与民间美术创作中,如食物制作以及年画、剪纸、苏绣、泥塑等的创作;

许多运河小城镇有良好的生态环境,可以让游客体验种植、采摘、捕鱼等。可以利用传统节日、寒暑假推出民俗活动、亲子活动、

家庭活动,为游客提供体验、互动的机会与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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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引进培养人才,完善用人机制 

运河沿线小城镇发展文化产业,人才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小城镇发展文化产业,需要经营管理人才(如餐饮管理、酒店管

理、演艺管理、景区管理等)、策划人才、会展人才、传媒人才、广告人才、文保人才、创意人才(如游戏动漫人才、设计人才、

演艺人才)、营销人才等。但小城镇一般距离中心城市较远,各方面条件(如教育、医疗等)与城市无法相提并论,引进人才、留住

人才的软硬件条件都受到制约,因此小城镇如何吸纳人才需要下功夫研究。 

运河小城镇引进人才相对较难,因此一定要有比大城市更优惠的待遇,更具人性化的条件,更宽松的环境,这样才能使小城镇

形成人才“洼地”。需要采取多种措施,如可以全职引进、兼职引进、柔性引进;如可以为部分高端人才(如创意人才)建立工作

室,利用节假日或休假时间,来镇里短期工作。可以通过城市的人才市场、人才信息库、网络招聘等途径引进人才,也可以直接与

智库、与暂时不具备条件引进的急需人才签订智力支持协议,请人才为运河小镇贡献点子、智慧。还要尽力培养乡土人才,可以

与高校合作进行订单式培养;可以选拔人员送到高校、博物馆、主题公园、酒店等单位参加短期培训或挂职交流;可以在镇里举

办培训班,聘请学界专家、业界精英等来镇上授课;可以聘期非遗传承人、文化学者前来开办讲座,让小城镇相关人员了解小城镇

运河历史文化。 

引进人才后,还要想方设法留住人才。当然要靠优惠待遇留人,对高端人才提供高薪、乡野特色住宅等。但小城镇在许多方

面和大城市没有可比性,要多靠感情留人,靠政策留人,靠企业文化留人。镇政府与相关部门应该努力改善小城镇的生活环境,提

高小城镇人的幸福指数;企业应制定既公平又有利于竞争的激励机制,为人才和所有员工提供成长空间和提升空间。开展人才与

员工援助项目,关心他们的生活,为他们排忧解难,培养归属感和专业精神,增强企业的文化氛围,形成凝聚力与向心力。充分调动

人才的积极性,激发人才的创作活力,让人才为小城镇文化产业发展贡献力量,发光发热。 

引进、培养人才的目的是利用,要减少干预,给人才提供更多的创作空间,对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予以重奖。运河小城镇发展

文化产业,没有各路人才和骨干,是不能奏效的,有了人才不能人尽其才、才尽其用,也是浪费,要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和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的契机,让小城镇给人才提供更多的用武之地。 

8 加强园区建设,形成产业集聚 

运河小城镇发展文化产业,虽然不能像大城市那样,大规模建设园区,打造产业集群,但也可以立足资源优势,适度进行规模

化、集约化经营,打组合拳,形成集聚效应。 

8.1文化创意产业园 

文化创意产业园也称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是在文化创意产业领域中,由众多独立又相互关联的文化创意企业以及相关支

撑机构,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建立起来的,并在一定区域集聚,而形成的集群[4]。”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一系列兼具文化和产

业特色的固定地理区域,它是集生产,贸易,休闲和居住于一体的吸引外来人口的独特文化形象的多功能公园。江苏运河小城镇可

以因地制宜,创建独特风格的文创园区,可以依托旧厂房(仓库)、历史景点、传统文化社区或艺术家聚集的村庄,为人们提供接触、

交流、交易和娱乐空间。 

台湾松山文创园旧址是由台湾战后最具代表性的烟厂改造而来,其建筑风格体现出明显的现代主义典雅简洁性,同时极具历

史风味。其旧烟草厂房经改装后除了租给各大高校做毕业展演活动外,还举办过多个大型展览和艺术节,与社会文创团体开办创

意合作社,与岛内外许多著名琉璃工房共同推介琉璃艺术,并在其原机械修理厂设有轻食餐厅,新建诚品生活馆,向来自各地的游

客展现了台湾的文化创意理念,成为台湾文创业对外交流的新窗口。松山文创园可以为小城镇创办文创园提供一些借鉴,另外浙

江乌镇的经验也可资借鉴。乌镇也是运河古镇,该镇形成会展产业集聚,成为世界互联网大会的永久会址,并连续举办乌镇戏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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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江苏运河小城镇可以依托文物古迹、神话传说、传统手工艺、非物质文化遗产等发展文化旅游、创意设计、艺术品交易、

休闲娱乐、影视动漫等类型的文创园。如蚕丝之乡苏州震泽镇,可以与艺术院校等合作,建立丝绸文化创意产业园,吸引周边分散

的刺绣经营户进园,形成集创意设计、生产、销售和旅游观光等功能于一体的丝绸特色文创园。运河小城镇不能仅仅只成为卖东

西的商业街,而是要实现产业的聚集,进行有效地资源整合,创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创业产业园。 

8.2运河文化遗产长廊 

运河文化遗产长廊主要具有五个方面的功能特点:一是,能够满足消费者的文化体验需求;二是,能进行一系列娱乐演艺活动;

三是,民俗购物功能;四是,养生休闲功能;五是,主题度假功能。消费者在运河文化遗产长廊不仅能够获得良好的旅游体验,还可

以对运河沿线的城市与小城镇运河文化进行深入的了解。运河文化遗产长廊可以体现出河工、漕运历史境况和盛景,以运河长廊

的形式,打造一种新型的文化旅游经济体系和可持续发展模式,通过文化资源整合,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创新,使运河文化项目的商

业价值得到提升。运河小城镇如何建设文化遗产长廊?首先是要打好生态牌、资源牌,一切建设都不能破坏或损毁文物古迹、自

然生态,保护好资源与生态,建设好生态长廊。在此基础上,建设文化长廊,文化长廊产生经济效益,也成为经济长廊。这样,运河

小城镇依托运河,建设文化遗产长廊,是与生态长廊、经济长廊建设紧密相关的。 

运河小城镇建设文化遗产长廊,小镇自身一定要具有异常丰富的运河文化遗产资源,另外与运河城市不能相距过远。淮安市

淮阴区码头镇、凌桥乡,洪泽区蒋坝镇,淮安区河下镇、钦工镇、平桥镇,都是运河名镇,其中码头镇、凌桥乡都是大运河申遗遗

产点之一,将这些运河名镇与“运河之都”淮安市串联起来建设,可以打造出运河文化观光带、运河文化旅游带、运河文化产业

带。沿线城市、小镇涉及运河申遗名录里的清口枢纽、总督漕运公署遗址两个遗产区,里运河、古黄河等河道,清口枢纽、洪泽

湖大堤、凌桥双金闸、清江大闸、总督漕运公署遗址等遗产点,把它们科学规划,连成线,合力打造,可以建成全国甚至世界有影

响的高品质文化遗产长廊。 

8.3田园综合体 

现阶段田园综合体的建设形式在文创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田园综合体,主要包含三类产业:第一类产业是现代

农业;第二类产业是田园社区;第三类产业是休闲文旅。无锡市阳山镇正致力于打造田园综合体,该镇以水蜜桃闻名遐迩,阳山国

际桃花节是国内外知名的节事活动。该镇地理位置良好,北靠京杭大运河,南与太湖毗邻,是国内首个以田园综合体商业模式运作

的田园诗般的小城镇,除 500 家左右的各类企业外,还创建了桃文化博览园、农家生态园国际养生社区、科创社区、清华大学阳

山会所、湿地休闲景区等项目,将生态农业、旅游休闲度假、田园生态居住融为一体,为中国乡村旅游模式和城乡一体化发展起

到示范带头作用。江苏运河小城镇建设文化集聚区,可以从无锡阳山镇建设田园综合体的实践中得到借鉴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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