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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城市水文化品牌形象策划与创意—— 

以“水韵扬州”为实例 

宋立 邱小樱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 

【摘 要】本研究旨在通过探讨如何系统打造“水韵扬州”的旅游品牌来推动扬州城市的发展，从而拓展我国“水

文化”城市旅游品牌打造过程中的核心性问题。我们应理清城区河道的地理性概念、城区水资源的研究及利用状况，

从整合品牌文化形象、商业经济形象方面来探讨如何优化城区内河道整治工程，从而深度打造城区内“水文化”旅

游品牌。 

【关键词】水文化 形象策划 水韵扬州 

我国江淮之间多为富水地区。充分利用水资源，打造水文化，不失为发展旅游产业的一条好途径。今试以扬州为例进行分

析，并为相关城市提供借鉴。 

一、水资源与水韵策划 

扬州地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南临大江，运河之水贯通其间。城区内除了京杭大运河、古运河、瘦西湖等经典水系外，还

有些零散河道遍布于城区范围。其中，环绕城区的水系主要有京杭大运河、古运河、潮河、七里河、沙河等；内城河水系主要

有小秦淮河、北城河、玉带河、西门二道河等；西北部有瘦西湖水系。 

现今，国内的水资源开发则主要集中在观光型的静态旅游活动上，对参与性的旅游项目开辟较为欠缺，且集中在几条经典

水系上，而针对如何整合城区内零散水系的课题研究较少。扬州作为一个具有城区水域优势的城市更具有开辟水文化的优势，

加之丰富的历史背景及优美的人文景观，足以利用现时的商业契机来发展城区特色“水文化”旅游。为此，水韵策划可做如下

宏观思考： 

1.要加强和完善各项基础设施建设，充分开发、利用水文化旅游资源，使其成为扬州旅游业的主打产品。科学定位，加强

促销，发挥整体优势，打出水文化旅游品牌。 

2.扬州水文化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领略扬州水岸风景的魅力、欣赏扬州丰富的水系历史文化、了解由古至今的河系开凿历史

情况、发展水上休闲旅游项目以及体现参与性的旅游发展趋势。 

3.进行必要的水环境整治工程，加大对城市水环境系统的保护和修复的力度，改善水景艺术与水景观的水质，建设优质的

生态景观，为打造休闲品牌提供良好的水源背景。 

二、形象策划与创意 

1.水域环境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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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改善水环境，实现城区水资源的持续利用。要进行源头截污，提高城市污水处理能力，同时利用活水工程加快水体更换

速度；实行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污水可回用于工业、市政、清扫和绿化；活用生态护坡技术，用干砌石、木桩等天然材料

护岸，同时改变护岸砌筑形式，采用植物多样化措施。 

(2)明确整治目标，提高河道的安全美观度及通达性。在河道整治过程中应注重亲水河道的建设，适当降低河坎的高度，营

造亲水氛围，把城区内的水路做通、做活，依照水域地理纹路，构建意象图案，与扬州古今文化形成对应与补充，做好地理性

铺垫。 

(3)创新融资渠道，建立河道整修的多元化投资体系。要树立运营城市的理念，依靠民主决策，通过有效开发城区水资源筹

集建设资金，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城区水利建设。还可利用诸如“烟花三月”国际经贸旅游节等节庆活动推广扬州“水品牌”，

发挥城市品牌效应。 

(4)提高整体品位意识，融合城区河道整修与城市景观建设。结合扬州城区的景观建设，有必要地拓宽水面。对河道的景观

设计要充分考虑整体与局部的和谐性但不失个性化因素。此外，河道及其周边建设应以自然为本，多植树少铺草坪，节约用地

空间及成本，增强河岸景观的透视效果及居民的认同感。 

2.城市文化形象 

(1)“水一一水”休闲旅游产品开发。具体项目如： 

桥梁建筑群：随着城区河道整治工程的开进与水文化品牌的打响，我们更应该注重桥梁建筑的建设与创新：建桥形式多样

化，如单孔桥、双孔桥、洞桥、弓桥等；建桥材料多样化，如木桥、石桥、水泥桥等；桥体命名多样化：可以形状、颜色、名

人、历史、诗词等命名。 

河心山石生态群：充分利用城建弃剩资源，把拆迁改建中的砖头瓦砾及碎石泥土用来造河心假山，从而建成河心休憩岛屿。

岛屿上可以修路道、建凉亭、造戏台、立名家雕塑、刻诗词碑等。同时，利用四季之韵布置河道空间，增置漂浮植物和浮体陆

生植物以净化水质。 

水上休闲项目：利用包括琴船、书船、戏船等特色水路交通工具，在观览沿岸风物的同时更让游客亲身体验扬州的民间文

化艺术；开展参与性表演项目，让游客参与民俗工艺制作过程，如雕版图书、玉雕、漆器；举行夜间“扬声”艺术活动，定期

举办以水为主题的节庆活动。 

水上游线项目：“水上私庆项目”，包括生日宴请等私人化庆祝活动。“水上节庆项目”，包括“二分明月”文化游等主

题活动。“水上商务项目”，可针对有关公司及部门等非严肃主题的会议来安排。“水上游船项目”，将完善城区河道网络，

游览线路遍布全城。 

(2)“水一一陆”休闲旅游产品开发。具体项目如： 

基础性建筑与设施：适当添建微型泊船码头、亭台、临水长廊、名人塑像、诗词碑林、河滨散步道、娱乐健身器材等建筑

与设施；注重沿岸灯光的建设与组合，从审美的角度控配好路灯与彩灯的比例；可在沿岸绿化丛中设置音响，增添夜景的视听

觉美感。 

博物馆与展览馆：在微型停泊码头附近修建“综合性”博物馆与展览馆一一体现扬州多元文化，包括城址文化、园艺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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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商文化、工艺文化、烹饪文化等诸多方面。此外，还有“专题性”博物馆与展览馆一一“水文化博物馆”、“淮扬菜文化博

物馆”、“玩具主题乐园”。 

“绿色型”商业市场：“传统工艺美术品”一一刺绣、玩具、柳编、木偶、剪纸、名人字画、古代工艺品、玉漆器等。“土

特产与名优产品”一一竹草编制品、花卉盆景等。“美食沐浴产品”一特色饮料食品、名菜名点和沐浴休闲文化等。 

河岸“广场文化”：绿树衬鲜花，喷泉配塑像，戏台连长廊；配套健身设施与娱乐项目，调制广场夜间灯彩与音响；开展

露天的广场音乐会、广场商品特卖、广场美食展等聚集游客及居民，促进休闲度假产业的发展。 

3.商业经济形象 

（1） 把城区内水路做通、做活，要求水路的交通达到便捷标准，可考虑建设商业性水运码头。 

（2） 联合政府、企业和个人，进行城区内必要的整治水环境工程，开拓“活水源”，在树立并宣传品牌的同时挖掘沿水地

区“绿色商机”，以文化优势与水陆交通优势引导国内外企业的加盟来开展商业贸易与休闲文化项目建设。 

（3） 并重“景观水道”和“运输水道”的开发建设，同时考虑效益成本与回收期。此外，政府应加大宣传力度，鼓励招商

引资和民间筹资，以高效的商业利润回收投资成本。 

三、品牌的打造 

品牌意识也极为重要。运河是扬州也是我国许多其他城市独特的资源，我们应充分利用，打造品牌。 

1.资源开发所需优化的空间范畴 

古运河沿岸旅游资源较为集中，但多数不是旅游单体，其整合度还不高，没有从点-线-面的链条模式进行系统开发，形成

完整的资源链条。有些真正有价值的资源在古运河整治中遭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体现原始风貌的护坡改建成直立式驳岸；绿

化带时而挡住沿岸景点的观赏视线，开发时没有从旅游角度进行合理化测量，如吴道台宅第；名人骚客经由古运河时所留足迹

未被深度挖掘出来，名人故居时而因整治不合理而遭损毁，如汪中故居。 

2.“嵌套式”开发模型的构成 

“资源等级因素”：按资源本身的丰富程度将旅游资源分为核心资源、重要资源和一般资源三个等级。在开发旅游产品时，

应该兼顾三个等级资源的合理搭配，把开发和整合的重心放在如图中的阴影部分（即两者或三者的重合部分）。 

“开发等级因素”：根据三个等级资源的合理性搭配，并考虑开发的先后性与主次性因素，把资源的开发等级分为核心性

开发模式、重点式开发模式和辅助性开发模式这三个层次。这是一种对资源组合综合考虑下的不同开发模式，其互为联系并相

互作用。（如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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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嵌套式”开发模式的解析与运用 

（1） 核心开发模式：即品牌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推出古运河南北精品线路一一“邗沟-瓜洲古渡”，形成古运河“北有邗

沟，南有瓜洲”的水文化旅游品牌。 

①针对古邗沟：保护古邱沟遗址的基础上策划建立古邗沟遗址公园；构建“时空再现”的互动模式，虚实结合，借助高科

技手段营造邱沟过去的开挖场景。 

②针对瓜洲古渡：打响“春江花月夜”品牌，采用现代高科技营造情景组合；利用节庆文娱活动提高景区知名度和美誉度，

如定期策划水上诗歌咏诵会、水上休闲参与项目等；复建古瓜洲繁华往昔出来，展示出古运河旁的古镇街市风貌；设立运河博

物苑，强化文化景观的可游览性和项目的可参与性，同时可设立博览苑标志性牌楼和望运楼。 

（2） 重点开发模式：以品牌化旅游线路一一“邢沟-瓜洲古渡”为基点，挖掘并开发线路“两端（邢沟和瓜洲古渡）”旅

游资源的同时，构建古运河品牌线路中间段的建设方案。重点式开发模式主要是融合观光游览、参与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旅游

资源开发模式，并逐步向参与休闲型偏重。其包括河面水利建筑群（桥梁、闸坝等）的复建与展示、河中山石生态群（河心假

山、刻诗词碑、植绿栽红等）的建设与保护、河岸文化系统展示群（水文化展示、盐文化展示、博物馆等）的构建与宣传、水

一一岸休闲参与群（古运河广场、工艺展销市场、水休闲娱乐项目等）的创意与策划。 

（3）辅助开发模式：主要指资源开发整合过程中的基础设施完善问题和客源市场开辟。 

①基础设施的完善。前古运河游览线的配套基础服务设施还不够到位，有待进一步的提高与完善。因此我们需增加水上游

船的数量与种类，创新提供高质量的旅游配套服务设施，增加古运河经典游览线的旅游质量。 

②客源市场的开辟。古运河旅游资源的开发应以旅游市场的需求变化为导向，以最大限度满足旅游者的需求为标准，因而

旅游资源的开发应注重旅游市场的调查和预测，随着市场的变化而选择开发重点。针对周边近程旅游市场，如上海、浙江等地

的“水文化”品牌促销，扬州应把宣传重点放在本省及周边地区；针对中远程市场的“水文化”品牌促销，扬州应积极寻求同

南京、镇江等周边城市的合作，组成宁镇扬联合促销团，面向华北、华南、华中及东北等地区进行旅游宣传促销。 

③品牌打造的效果评价。加强宣传促销动，把城区内“水文化”品牌宣传促销经费纳入财政预算；完善城区内“水文化”

品牌的旅游信息化工作，落实城市“水文化”标志体系；改善居住条件，营造投资环境；创新筹资理念，依据整治后会提升沿

河土地价值的市场要素，积极采取以地低资、招商引资的方式从市场上多方筹资；拓展城市空间，促进产业发展，城区河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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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治为新区的建设和旧城的保护，为城市框架的拓展提供了更为广泛的空间。 

城区河道整治是打造“水韵扬州”品牌的前提，而“水韵扬州”品牌的打造又是整治工作的拓深，两者正好构成了扬州城

市发展的“核心竞争力”。我们应在对“水韵扬州”综合规划时树立高起点，紧握“和谐”理念，除全面考虑城区水环境整治

外，还结合考虑城市的经济、文化及社会因素，从而完善“水韵扬州”旅游品牌的打造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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