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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铸景、化人到造福的灵山实践 

高慧超 陆伟 董盛雄 

作为中国文旅行业中的领军型企业，灵山集团在其 25年的发展历程中始终坚持“天人合一”“道法自然”“无

中生有”的规划设计观，创作出了灵山胜境、拈花湾、尼山圣境、兴汉胜境等一系列传世精品，为子孙后代能遥望

星空、看见青山、闻到花香而千寻不悔，成为“两山”理念的忠实践行者。把中国传统文化、地域特色文化和世界

先进文明与人民对美好精神世界的追求充分结合，以“文”化人，赢得各界美誉，创造了喜人的复游率，成为创造

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传统文化的有力诠释者。它牢牢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谨循为社会创造价值，为

人民谋求福祉，为后人积蓄家业的企业文化，以扩大文旅溢出效应的探索造福一方百姓，成为助力乡村振兴与脱贫

攻坚的执着探路者。从铸景、化人到造福，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灵山真正落地生根。 

一、以铸景为基，保护性开发绿水青山，谱系化打造金山银山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凝结着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的深刻思考。25 年来，灵山始终坚持“既要绿水青山，也

要金山银山”的理念，形成了绿色发展共识，让越来越多的地区看到了“两山”理念与文旅产业共荣的生动实践。 

（一）认知层面：把自发初心转变为自觉行动 

灵山初创者在把握人与自然的整体性关系中尊重原生态，注重审美体验，强调“化入自然中”。从灵山胜境开发之初，就

非常重视旅游规划，按照旅游精品景区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邀请国内著名的规划机构，编制了景区总体规划和详细建设

计划。在开发建设过程中，对建设单位提出了极为严格的生态保护要求，所有建筑水泥、沙石、木材等都不允许就地取材，必

须由马山岛外运进，确保了景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所有建设方案和施工材料，在坚持绿色环保的同时，还坚持了可逆性原则，

任何人工构筑物都可以拆除，不给景区留下后遗症。在规划梵宫建设时的口号是不和别人比高楼、比规模，而是比精致、比灵

气。气球测量法经常被用于灵山各景区内高层建筑前期视觉效果的勘测，确保了建筑美学的和谐。拈花湾、尼山圣境、兴汉胜

境等后续景区建设无一不沿袭着生态开发的思路，规避掉“逢山开路、遇水搭桥”的开发误区。 

（二）实践层面：把生态旅游转变为生态经济 

灵山公司依托“绿水青山”发展“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旅游，吸引城市居民走进大自然，亲近山水，释放压力，回

归真我，有利于身心健康和社会良性发展。 

为让拈花湾的苫庐屋顶最大程度达到自然禅意的效果，灵山人进行了为期一百天的户外综合试验。在这场严苛的试验中，

淘汰了虽然防腐性能好、但是美感欠缺的所有仿制材料，也淘汰了虽然自然优美、但是不耐腐蚀、使用年限短的大部分天然材

料，最终找到了两种既牢固耐用又美观自然的天然材料。 

为让拈花湾的每寸苔藓都有丰富的故事，灵山人专门设立了一个苔藓基地，从临安、萧山、天目山、宜兴、雁荡山、武夷

山、湖州、吉安等自然生态好的山区层层筛选优质品种，通过不断试验，将生存能力强、外观效果好的品种选出来进行移植。 

为了让拈花湾竹篱笆能够“天人合一”，灵山集团花重金请名家到拈花湾，手把手教施工人员编竹篱笆。竹篱笆在拈花湾

不仅成为一个艺术创作，也是一个浩大的系统工程，光打结的麻绳就选了三十多种、十几种技法，最终编出了充满禅意的“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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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竹篱。 

“匠心”让游客身临其境地感悟到了“绿水青山”的价值，也带来了客观的衍生消费，对于灵山周边而言是一种直接的经

济回报。这些消费又会带动特色种植养殖、传统手工、加工制造、现代服务等产业发展，促进生态经济体系的形成。 

（三）传播层面：把灵山经验转变为灵山理念 

当其他传统景区还沉浸在“划一块地、圈一座山、卖一张票”的模式时，灵山人早已从“品牌打造”的内涵性增长过渡到

“品牌输出”的外延式扩张。 

在尼山圣境的建设上，灵山人充分发挥品牌优势、资源优势、团队优势，着力构建一期工程提升体系、运营体系、商业体

系、住宿体系。与灵山胜境、拈花湾等景区组合联动、整合销售，共享资源、渠道，互送客群、流量，确保尼山圣境既是儒家

文化高地，又是“近者悦、远者来”“明礼生活方式”的休闲体验胜地。 

在兴汉胜境的运营上，依托公司成熟的运营管理体系以及遍布全国的营销中心，整合汉中现有旅游资源，借助活动推广、

媒介传播、产品体验等手段做目的地市场和“高铁游”市场，全力开发成都、西安等重点省会线路，率先在西北市场打开一片

天地，确保项目聚人气、聚名气、聚财气，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双赢。 

如今的灵山所造的景早已超过自然风景，实现了从投资到投智，将审美与娱乐、抱负与情怀有机统一起来，谱系化实践了

“两山”理念。成功探索出了一条独具无锡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新路。 

二、以化人为径，创造性转化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地域文化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建设提出的重要指示，25 年来，灵山致力于发

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宝库，秉承“创新、创意、创造”的三创精神，以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文化旅游产品有效激活传统文化动能，

成功造就了一个个文旅传奇。 

（一）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以当代精品的创造承载人们的精神寄托 

2006 年 8 月 1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灵山视察，高度肯定了灵山胜境的建设成就，提出要继承弘扬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化精品工程，为后人留下宝贵遗产。正是在总书记“传承文化，创造经典”的思想指引下，灵山“精心、

精细、精进”地打造出一系列传世经典佳作——从一棵古树，生出本来没有的茂林修竹清凉胜境；从一段残垣，生出本来没有

的神圣庄严的灵山梵宫；从一口老井，生出本来没有的八功德水绕灵山的心灵家园。 

在景区洗心池边驻足，在景区道路上漫步，在灵山精舍里冥想，在拈花湾里放飞，让人除却在尘世中沾染的尘垢，放下心

中一切执着，恢复清静纯正。 

以传统文化为灵魂的五期灵山超级文旅项目，承载着百万无锡人的梦想荣耀起航，带动本地一系列文化 IP的价值变现，通

过这一轮的文化传承和复兴，推进了无锡区域发展的崛起和城市品牌的重塑。 

（二）挖掘地域千年文脉，以经典作品的创新影响人们的价值取向 

2013 年 11 月 26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时说：“今天我们对孔子思想的价值看得更清楚了，对人类进步文明思想，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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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思主义中国化，孔子影响很大，我这次来曲阜就是要发出一个信息：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视察曲阜的讲话精神，灵山人来到了曲阜，来到了孔子的出生地——尼山，开始全身心投入尼山圣境建设。 

尼山圣境是山东省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2013年、2018年视察山东讲话精神、弘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头号工程，并作为

“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的重点项目、龙头项目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特别是伴随尼山圣境的盛大开园，

央视中秋晚会、第五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成功举办，景区名声大噪、迅速走红，引得各界广泛关注。山东省委省政府已举全

省之力，在此打造“南有博鳌、北有尼山”的尼山论坛永久会址宏大格局。基于此，尼山圣境二期项目应运而生、全面启动。

灵山人在深入挖掘“古昌平乡”“鲁源村”人文历史的基础上，结合山东传统村落生活元素和布局特点，延续当地村落肌理，

力图全方位展示孔子家族的历史渊源，打造“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全要素集聚区，满足不同游客文化体验需要。 

尼山圣境是灵山集团结合地域文化、历史传承、时代要求打造特色文化景区的缩影，对于各地文化旅游项目的开发建设来

说，具有重要而深刻的影响。 

（三）吸收世界先进文明，以传世绝品的创意重塑人们的心灵家园 

习近平同志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提到：“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

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灵山始终致力于打造传世作品，通过吸收世界先进文明创造出“世界级文化遗产”

来感染人、感化人，塑造人们积极健康、平和向善、乐活感恩的心灵家园。20 多年来，为打造传世作品，灵山集团邀请了全世

界多所大学、科研院所的文化、科技、哲学、宗教、艺术、建筑等方面的一流专家学者，多次举行专题研讨会；委托了几十个

相关课题，进行深入研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个别拜访、项目咨询等灵活多样的方式，吸取了国内外数百位专家的数千条

宝贵意见。灵山的每一期工程、每一个项目，都是对国内外相关项目深入考察、充分借鉴人类文明成就的结果，都可以从中找

到世界伟大建筑的影子和元素，而不会拘泥于狭义的中国特色或者某一朝代、某一时代特色。 

灵山梵宫，在继承中国传统古建筑精髓的基础上，广泛借鉴西方古老建筑的技巧，大胆突破历史局限，以石材为主，大量

运用高大廊柱、大跨度梁柱、高耸穹顶、超大面积厅堂等，更好地体现了这一建筑的庄严感。 

灵山集团落子汉中打造兴汉胜境项目更是极富深意。汉中是丝绸之路开拓者张骞的出生地和墓葬地，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

节点，是南亚、中亚、西亚各国商旅往来的必经之路，是世界文明汇聚之地，也被誉为“地球同一纬度生态环境最好的区域”，

具有融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思想文化优势，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和生态优势。兴汉胜境项目中糅合、融

入了世界各国优秀文明元素，不仅可以使游客在游览中受到中华传统文化的滋养与濡染，更能让游客领略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

浩瀚、斑斓的优秀文明，参悟中外优秀文化精髓和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感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背后博大精深的丰

富内涵。 

从铸景到化人，灵山将创新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了新高度。与此同时，集团也清醒地认识到，作为一个国有公司，作

为行业领军型企业，身上还肩负着造福社会、回报社会的使命，在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战中，更应冲在一线。 

三、以造福为谋，持续性助力乡村振兴，整体性完成脱贫攻坚 

乡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是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两件大事。文化旅游业带动性强、拉动力大，大有可为，可以为乡村带来人气

和财气，可以让农村、农民在较快时间真正实现富与强，为此，灵山集团一直在努力实践。 

（一）优美的生态激活了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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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灵山集团大力实施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性开发，好景观带来了游客，带来了人气，也带旺了周边地区现代生态观光

农业的发展。 

由于和灵山景区较近，马山的群丰社区、和平村鼓励居民发展农家乐，并为农家乐经营户争取到灵山门票的优惠，让入住

农家乐的游客都能购买到实惠门票。同时，农家乐经营户还向游客提供“自留地农场”种植、月湾水库垂钓、杨梅采摘、梨子

采摘、挖芋头等体验活动。 

目前，一些村民开办的农家乐开始布设光伏温室示范大棚，让游客领略高科技和农业的有效结合，栽植的各类有机蔬菜、

水稻、玉米、茭白、草莓、西瓜等农作物以及养殖的鸡、鸭、鹅、鱼等让游客畅享农业的乐趣。灵山项目的辐射带动作用已经

让当地农民跻身新农人行列，让当地农业走上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二）兴旺的产业致富了农村 

灵山集团始终认为，产业带动是乡村致富的必由之路。25 年来，灵山五期项目的落地运营使昔日人迹罕至的荒山变成了一

座蜚声中外、游人如织的文化灵山、旅游灵山、休闲灵山，极大地提升了所在地——马山地区的人气、财气，加速了商流、信

息流的涌动，直接带来了 3000个就业岗位、带动了近千户当地居民脱贫致富，成为了无锡乃至江苏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客厅，成

为中国全域旅游的典范标杆。马山的乡村旅游点从无到有、从单一到多元，已经拥有了省三星级以上乡村旅游点 6 个，拥有各

类规模品牌酒店 17家，各类客房 2952间，床位 4832张，年旅游总收入超过 20亿元。 

马山人尝到了产业带动致富的甜头，灵山人看到了产业带动致富的前景。以至于随后的尼山、汉中、金陵、即墨等项目，

无不贯穿了产业富民的理念，产业富民已然成为灵山造富一方百姓的法宝。 

（三）体面的职业转化了农民 

以文旅产业带动周边产业，用大旅游拉动小旅游是灵山集团探索出的有效方式。成熟的文旅项目具有极强的吸引力，具有

显著的行业溢出效应，能够有效带动乡村游的人流客流，为老百姓的民宿产品、农副产品等提供更广阔的市场。 

灵山胜境和拈花湾两个项目每年为马山地区带来 500 万游客量。近年来，马山当地百姓纷纷将自家房屋改建成民宿，据统

计，总量多达 114家，每家年均收入 15万元，形成了人人齐上阵，家家有事干的红火局面。村民们从田间地头走向景区景点，

从传统农民变为企业小老板、旅游从业者，“体面”的感受不仅来自收入的增长，更来自职业带来的荣光。 

马山之变只是文旅富民的一个缩影，曲阜尼山圣境 2018年建成后，周边乡村农家乐、宾馆、观光农业、旅行社、研学等项

目和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带动了当地商业设施、公共设施和道路交通的改善，带动了当地生态植被和水系环境保护，带动

了当地农民凭借特色创业、特色经营转型。当地政府利用尼山的吸聚效应，使尼山成为了当地乡村振兴的示范区。 

从铸景、化人到造福，过去的 20多年，灵山通过做实业先后建成了人境共生、山水共融、林草相依的文旅胜境，创造了一

个个为人称道的传奇，生动地践行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未来，灵山将以“面壁十年图破壁”的坚守，“会当击水

三千里”的豪迈，“踏遍青山人未老”的壮心，风雨一肩挑家国的情怀，续写更加动人的不老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