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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好风景 君到苏州最江南 

卢宁 

一座姑苏城，半部江南诗。苏州钟灵毓秀、底蕴醇厚，浸润着 2500 年江南文化静水流深的滋养，承载着无数

游人墨客对江南印象的钟情与向往，文旅风物历久弥新，开放包容气质卓然。苏州以其创新性、包容性、时代性，

对江南文化的构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对新时代江南文化的弘扬发展更是当仁不让、责无旁贷。作为国家历史

文化名城和风景旅游城市，苏州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致力用文化理念为旅游体验增添“诗意”，用旅游

发展助力文化传播走向“远方”，不断升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双面绣”特质，鲜明打造“江南文

化”特色品牌，精心绘就“四季苏州、最是江南”的文旅融合新图景。 

立足古今融合，传承江南文化气韵，做靓历史文化名城招牌 

苏州是闻名遐迩的“人间天堂”，古韵今风共存、活力魅力兼具。白发古城历经千年仍坐落在春秋时期的原址上，“水陆

双棋盘”格局风采如故，拥有古典园林和大运河苏州段 2项世界文化遗产，以及昆曲、古琴、缂丝等 6项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享有“世界遗产典范城市”“全球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的美誉，是全国首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现代苏州人文时尚

流光溢彩，城市发展璀璨耀眼，先后荣获“联合国人居环境奖”“李光耀世界城市奖”等奖项。绣好新时代“双面绣”，要怀

有面向世界的眼光和更加包容的胸襟，让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国际文化充分交流碰撞，让园林名胜、水乡古镇、苏工苏作中

的文化基因充分激活释放，营造各尽其妙、独树一帜、宜居宜游的江南文化名城，做到“外面看上去历史 2500年、里面走进去

体验 2035年”。 

更大力度推进古城保护利用。实施苏州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三年计划，把古城作为“大景区”来规划和建设，探索推动江南

特色文化元素与城市风貌的有机融合。坚持保护为先、修旧如旧，呵护延续古城肌理与脉络，合理控制传统街巷、水巷空间的

形态尺度，实现历史文化街区、古建老宅、历史文物有机串联，尽可能保留“江南文化”历史原貌。加强对古典园林的保护利

用，精心雕琢“一园一品”特色项目，放大“百园之城”效应。加快推进平江片区重点功能区保护修缮、虎丘地区综合改造、

七里山塘全线贯通等工程，促进五卅路（大公园）、丁香巷等街区保护利用，全力打造展示“城市文脉历史”的体验中心。 

更新视野传承发扬历史记忆。整合山水、园林、街巷、院落中的文化资源，融汇传统曲艺、苏工苏作等文化元素，开发一

批诸如实景版《浮生六记》等具有较强交互性、体验性的特色文旅产品。充分依托“手工艺与民间艺术之都”品牌，实施“故

宫苏作工艺重振计划”，建设以雕刻、苏绣、缂丝、木作、苏扇等为核心的“苏工苏作”产业集聚区。加快推进“苏作馆”、

苏州博物馆西馆、苏州考古博物馆、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博物馆等建设，着力打响“百馆之城”知名度。全力推进“江南小剧

场”布点扩面，推动评弹、昆曲等地方特色文化进酒店、进景区、进特色街区，丰富传统文化展现形式，努力吸引更加多元的

主体、更加年轻的游人品味苏州、爱上苏州。 

更深层次激发古城现代活力。充分发挥古城保护与发展基金撬动作用，在摸清文保建筑、老字号等遗存家底的基础上，强

化市场化运作，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资源活化利用。加快“城中村”改造，整体谋划古城内外交通体系，让旧厂房、老公房、

低效土地用起来、动起来。启动绿化景观提升行动计划，营造体现苏州古城风貌、江南文化特色的绿意空间。突出现代美学韵

味打造，支持交响乐、芭蕾、话剧等舞台艺术创作，为本地居民休闲、外地游客游览提供了独特的审美载体。 

立足资源融合，挖掘江南文化内涵，升级全域旅游空间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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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是蜚声海内外的“东方水城”，“人间天堂，自在苏州”吸引了亿万游客流连忘返。小桥流水古巷，错落有致；湖光

山色园林，美不胜收；人文古迹名胜，不遑枚举。目前全市拥有国家级旅游度假区 2 个、国家级旅游景区 53 家，其中 4A 级以

上景区 40家，5A级景区 6家，高品质旅游要素位居全国前列，被评为国内最佳旅游目的地、中国旅游服务质量十强城市。要深

入挖掘、梳理江南文化资源，促进要素活态化、产业联动化、主客共享化，着力描绘文旅相融、串景成链、功能完善、产业协

调的全域旅游发展画卷，积极争创国家级全域旅游示范区。 

打造特色化文旅项目。近年来，昆山花桥梦世界、融创桃源国际生态文旅度假区等一批总投资超百亿元的文旅产业大项目

接续落地，未来苏州要集结更多具有江南特色、江南标识的文旅品牌项目与载体。统筹历史、人文、自然等特色资源，精心编

制文旅项目投资指南，把高品质项目建设作为引领文旅产业发展的主抓手，聚力建设一批具有“江南文化”底蕴和色彩的世界

级旅游景区和度假区，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鲜明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充分依托“苏州最舒心”营商环境，用足用好“开放创

新合作热力图”，统筹协调土地、资金、人才、技术等各类要素，推动文化旅游与农业、制造业、康养、体育等产业融合发展，

激发产业倍增效应，力争把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成为产业转型升级集聚区。 

打造特色化精品线路。多元挖掘非遗传承、工业旅游、休闲康养、网红热点等资源，创新开发深度体验、品质夜游等文旅

新形式。活化古城水系要素，设计推出水陆双线旅游线路，采取“游赏+船娱”方式，开设“评弹品赏”“非遗展示”等文娱项

目，让游客零距离感受“江南文化”的独特魅力。以文创赋能特色田园乡村建设，深入挖掘吴文化“水+鱼+稻+蚕桑+桥+船”的

内涵，策划推出一批乡村文旅品质项目，优化打造“江南水乡客厅”，让游客能够体验茶香、菜香、酒香，闻到稻香、花香、

果香，全方位、多维度感受历史人文风情。 

打造特色化平台载体。秉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理念，高质量办好昆剧评弹艺术节、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江南文

化艺术·国际旅游节等重大展会，借力上海国际艺术节、江苏省紫金文化艺术节等重大节庆活动，进一步传播江南文化、推动

文旅融合交流互促。创新培育“文旅融合·最江南”公共文化活动，打造百个具有江南特色、文化品质、审美品位、公共品格

的特色文化空间。鼓励扶持“苏州有礼”旅游商品设计，全方位、立体化打响“到中国、游苏州”旅游推广品牌。 

立足业态融合，打造江南文化品牌，深挖文旅消费内在潜力 

文旅产业具有消费场景丰富、产业带动力强的特点，是促进居民消费的“利器”。近年来，苏州文旅产业线上服务日趋完

善，打造了苏州旅游总入口、文化苏州云等平台；市场主体日益壮大，涌现了和氏设计、蓝海彤翔、欧瑞动漫等一批知名文创

企业；平台支撑持续增强，苏州创博会累计吸引近 50 个国家和地区的 3600 多家创意设计企业参展；创新推出了“姑苏八点

半”“双 12 苏州购物节”等促消费活动，2020 年苏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 7702 亿元，成功入选国家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

城市。苏州要更加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精准把握消费需求，催生更多特色鲜明、内容丰富、效益突出的文旅新业态。 

聚焦数据赋能，着力打破空间约束。今年新上线的“君到苏州”平台，有效整合了服务资源、景区资源和政府信息资源，

致力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串联式高品质文旅服务。深化“文化+互联网”数字文旅生态布局，推动平台与各大头部旅游电商合作，

实现文旅场所线上预约全覆盖，探索流量转化、体验付费、服务运营等新模式。持续拓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超高清、

VR/AR等现代技术在文旅领域的创新应用，推动江南优秀文化资源可视化呈现、沉浸式体验、互动式传播，形成“云旅游”“云

演艺”“云展览”全展示，让游客身在异地也能享受到精彩纷呈的视听盛宴。加快培育一批数字文旅产业领军企业，打造全国

数字文化产业发展高地，扩大优质数字文旅产品供给。 

坚持包容创新，着力打破传统约束。支持昆曲、苏剧、评弹等传统江南文化元素加强创新，为群众提供更多满足文化需求、

凝聚精神力量的艺术资源。支持老旧厂房、现代楼宇开展特色化改造，引入创意设计企业，建设一批创意设计产业集聚区。聚

焦动漫游戏、影视、网络文化等新兴领域，集聚创作要素，整合生产资源，推动原创内容生产、核心技术研发和衍生产品开发。

结合现代创意设计方向，研发具有苏州特色的文创旅游产品，培养潮流 IP。持续扩大苏州创博会、苏州国际设计周等品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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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吸引全球文化创意设计人才，打造“创意设计之都”。 

做靓夜间经济，着力打破时间约束。升级“全天候”的消费体验环境，完善“吃住行游购娱”不打烊服务链，打造

“5+2”“白+黑”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有条件的文化场馆、景区公园开展夜间服务，精心培育一批文旅消费“打卡”网红

地。做强做大“双 12苏州购物节”品牌，做活做优假日经济。持续优化“八小时”之外的文旅配套服务，精准开展疫情常态化

防控，杜绝旅游、消费欺诈行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立足区域融合，激发江南文化共鸣，提升天堂苏州综合形象 

苏州地处江南核心区域，孕育了诸多瑰丽的文化结晶，引领了江南文化的时代风骚。要把握文旅产业发展“新浪潮”，主

动投身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建设，推动区域文旅资源优化配置，致力成为“江南文化”的核心叙述者、传播者和引领者。 

推动市域文旅资源统筹共享。苏州具有多元丰富的文化集群，从中心城区的园林文化、园区地域的草鞋山文化，到常熟的

虞山文化、太仓的娄东文化等，均各有特色。要强化市级统筹，整合各市（区）文旅资源，科学规划、错位发展。聚力打造以

古城为主体的核心区，大力发展江南文化旅游度假区、商务旅游示范区等重点区，建设太湖生态度假旅游区、湖荡生态休闲旅

游区，开发水乡古镇文化旅游带、沿江活力休闲旅游带、大运河文化遗产游览带等潜力区，形成环城、环山、环水空间布局。

精心打造吴门望亭、水陆盘门、横塘驿站、平望·四河汇集等“运河十景”，建设成为区域文化产业带的精品项目。 

推动长三角文旅资源对接共建。全面融入、主动服务长三角一体化战略，以大视野谋篇布局、大格局推动工作、大手笔建

设项目，推动新时代江南文化在苏州率先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助力长三角区域文化高质量发展。深化文旅政策互利互惠，

推出文旅接轨服务上海一揽子方案，完善长三角旅游资讯等公共服务供给，建立假日旅游、旅游景区大客流预警等信息联合发

布机制，探索推出“畅游长三角”“惠民一卡通”“旅游护照”等产品，改善游客旅游体验。聚合长三角区域江南文化研究力

量，共同挖掘区域各地文化精神特质。推动跨界自然与人文景观保护开发，协力打造一批高品质的休闲旅游联合线路和东方度

假胜地。 

推动江南文化系统营销宣传。高标准、高水平打造江南文化特色传播体系，充分展示苏州“最江南”城市形象。一方面，

积极争取中央、省级主流媒体支持，借力头部网络平台，多维度展示园林文化、山水文化、工匠文化、街坊文化、重教文化，

把苏州打造成重拾江南文化记忆的策源地和归属地。注重在图文、音乐、影视剧里柔性植入江南文化中的苏州特色元素，催生

一系列具有 IP效应的衍生文化产品。另一方面，深化“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窗口作用，创新运用融通

中外的国际语言和表述，持续强化主题外宣传播，助推苏式特色江南文化走出国门，不断提升城市美誉度和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