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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文化高质量发展的苏州典范 

王新华 

作为首批历史文化名城之一，文化一直是苏州的优质品牌和形象特色。近年来，苏州致力于打造古今融合的文

化生态，凭借内涵和特色形成了优秀的文化形象，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强的聚合力和辐射力。 

一、苏州文化发展的现状 

1.突出地域特征和精致审美，彰显历史文化名城特色 

一直以来，苏州通过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特色工艺的保护传承，使博大精深和厚重深邃的文化遗产更具有独特的魅力，古

典园林、苏州丝绸已经成为苏州的“金色名片”，昆曲和“非遗”手工艺、吴门画派等特色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国门。在保护和

挖掘历史文化遗存的基础上，打造了山塘街、平江路、民国风情街等特色街巷，保持了“小桥流水人家”的传统水巷风貌，结

合旅游、非遗、传统产业业态的发展，沿街特色文化空间、绿化景观的设置，让苏州历史文化生动呈现在城市生活中。 

2.聚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打造现代文化品牌 

近年来，苏州将公共文化服务改革纳入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总体部署，先后出台《苏州市关于推进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建设的实施意见》《苏州市公共文化服务办法》《苏州市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服务规范（试行）》和服务指导目录等政策

法规，构建“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配置”的公共文化供给模式，苏州交响乐团、苏州芭蕾舞团、苏州民族管弦乐团的作

品已成为苏州特有的文化符号。打造“世界遗产城市”“吴文化中心”“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等多个独特标识的苏州文化

名片，建成苏州非遗馆等一批大型项目，“10分钟文化圈”在苏州已然形成。 

3.融合科技与金融，助力文化产业发展 

围绕“产业文化化”和“文化产业化”，以文化与科技、金融融合为抓手，推动文化资源与市场整合，聚焦影视制作、动

漫游戏、创意设计、文化“走出去”等重点领域，积极对接现代文化元素，借助高科技发展的技术和创意，以文体旅融合发展

为重点，强化国际大都市和引领新潮文化发展的形象，实施文化产业发展质效提升行动，为城市发展注入可持续活力，促进文

化创意与旅游、科技、商务、会展等融合发展，形成了有特色、有规模、有效应的多门类文创产业体系，并成为推动苏州经济

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4.解码“三大法宝”，弘扬新时代创新文化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改革创新为内核的时代风尚被苏州人民具体化为“爱拼”的“张家港精

神”、“敢闯”的“昆山之路”和“融合”的“园区经验”等区域文明成果，被形象地概括为苏州发展的“三大法宝”。在新

时代苏州开放再出发、挺进现代化的新征程上，“三大法宝”的精神传承成为苏州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过程中激情燃烧、干事

创业的强大精神动力，成为苏州推动思想大解放的精神之钙和推动作风大转变的奋斗动力。“三大法宝”在各个领域、各个层

面的弘扬创新，成为苏州高质量发展理念的精神动力和具体实践。 

二、苏州文化高质量发展面临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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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苏州在历史文化名城形象塑造、文化品牌建设、文化产业发展、文化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不少骄人的成绩，但对照

国内先进城市文化建设的要求与国际化大都市的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内涵认知“不够深” 

文化高质量发展要融合新时代进步和社会发展大势，立足于区域发展一体化大局。对于苏州文化高质量发展，目前还处于

初步探索阶段，存在着对时代内涵和建设内容认知不足，对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认识不够，尤其是如何从城市文化软实力的战

略提升、塑造等角度来推进文化高质量建设认识不够深。 

2.品牌载体“不够响” 

一个文化内涵丰富的大都市，亟需有一些支柱性、代表性、创新性的活动品牌，尤其是享誉国际、国内一流的龙头产品、

拳头品牌。然而从具体实践情况来看，苏州文化品牌建设存在科技含量不高、精品力作数量不多、国际辐射力不足等问题。 

3.功能服务“不够强” 

文化建设既需要文化内容的支撑，也需要产业资源的助力。苏州承办的国际展览与国际会议数量不多，引进外资、融入跨

国公司为主体的全球体系等方面的步伐不大，除旅游之外的会展、文体、金融等功能服务不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资源

集聚的广度和深度。 

三、打造文化高质量发展典范的对策思考 

长三角一体化为苏州建设国际化大都市提供了契机，作为苏州的新目标，“国际化大都市”要体现出苏州的特色、文化内

涵、城市品位，在传承弘扬江南文化等优秀传统文化和城市发展中展示“苏州精神”，打造高质量文化发展的典范城市。 

1.积极保护与传承体现苏州文脉的江南文化遗产 

苏州是江南文化的中心、江南文化的策源地和归属地，是长三角地区文化的源泉。要坚持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协调并进，

做好古城保护这篇大文章，使历史文化街区、古建老宅、历史文物有机串联。像爱惜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系统梳理

保护传统文化资源和民间特色工艺，让古典园林的“金字招牌”更加闪亮，苏州丝绸的“金色名片”更加靓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拿手绝活”更加抢眼。赋予新时代江南文化内涵，建设江南文化传承交流中心，弘扬书画、玉雕、铜雕、丝绸、评弹、

苏帮菜等特色江南文化，促进江南文化与文化产业有机结合，促进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互补互促、共生共荣，促进传统文化资

源的转化效益最大化，把苏州建设成为江南文化国际交流的中心城市。 

2.强力打造提升城市能级的世界级文化品牌 

把文化品牌作为苏州国际化品牌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名城优势，进行整体策划和宣传塑造，开展全方

位、多层次并且独特有力的文化品牌培育。坚持整体保护与有机更新协调并进，高定位、高标准建设运河文化带，大力实施历

史文化名城保护和提升工程，全力打造“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世界遗产城市”“吴文化中心”三大品牌。加快推进部市

共建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项目，力争江南水乡古镇和海上丝绸之路申遗早日成功，不断增强苏州文化的国际影响力和

品牌竞争力，推动文化品牌的不断完善、创新，促进文化品牌实践的提升、飞跃，将打造世界级文化品牌及其核心价值，作为

新常态下提升苏州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有力抓手和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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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名城 

加强对优秀文化的保护和传承，促进城市建设与文化发展深度融合，让江南文化与苏式精致生活交融并进、传统文化与社

会主义文明深度融合，把争先创优、敢为人先精神融入新时代发展，使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古城之美完整留住，风

貌韵味实现活态保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到文化城市建设，成为新常态下提升苏州美誉度和知名度的有力抓手和核心

竞争力。城市更新凸显匠心细节，拥有一流的社会文明水平及生活品质，镕古铸今的“双面绣”城市特质得以充分展现，在当

代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中占据重要一席，成为充满人文魅力和水乡特色的国际休闲消费中心和全球重大影响力的世界文化名城。 

4.积极推动文化产业国际化 

突出文化产业供给侧改革，增强基于本源性的原始创新，以创意的高渗透性、高带动性推动协同创新，从大规模生产转向

大规模定制，促使文化产业创新发展、融合发展、开放发展。推动园林、昆曲和“非遗”手工艺、吴门画派等特色优秀传统文

化与产业深度融合，解决文化产业供给与需求之间的不平衡，促进传统文化资源的转化效益最大化。系统设计视觉识别系统，

通过立体全方位宣传推介，让更多的中外游客更直接地认识苏州，提升国际化水平。推动文化设施和文化资源互补互促、内外

交流，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设施和文化景观的“产品附加值”。引进和培育国际一流的演艺经纪公司，打造和培育一批电视节、

戏曲节、动漫节、音乐节、舞蹈节等重大文化活动，做大做强文化创意产业。以文化产业园区为载体，促进文化产业企业集聚

发展、集群发展，建设文化产业生态系统，提升区域集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