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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 

曹毓民 李勇 

苏州市职业大学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大运河文化保护传承利用工作，2020 年 11 月视察江苏时指出：“要把大运河文化遗产

保护同生态环境保护提升、沿线名城名镇保护修复、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运河航运转型提升统一起来，为大运河沿

线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生活改善创造有利条件。”省委书记娄勤俭在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视察江苏重要指示和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重要讲话精神时指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对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殷切期望，继续推进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推进大运河江苏段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对统筹保护

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具有重要意义，必须多措并举、多管齐下，采取针对性的措施。 

加快建设共商共建共享机制 

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是实现管理主体间的协作治理、共同开发、资源共享。唯有打破部门分割、

行业壁垒、产业界限方能实现合作共赢。一方面，要构建大运河治理层面的政府联动机制。应尽早将运河体育、文化、旅游融

合纳入各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形成政府纵横协作的常态化、网络化治理机制，深化政府在大运河产业治理方面的职能。大运河

沿线各设区市政府间应建立跨区域的产业协同治理机制，既引导地方形成产业特色，又共建区域产业整体优势。另一方面，要

强化运河产业发展联动。立足江苏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总体政策部署和地方体育、文化、旅游层面的产业布局规划，建立广泛

代表运河沿线产业主体利益的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联盟。建立江苏标准的大运河产业化准入制度，形成平等、协

商、共建、共享的江苏大运河产业联盟，构建产业对话和融合机制，孵化江苏运河特色产业项目，共创“绿色江苏运河产业链”。

这种合作机制建设将有益于大运河江苏段体育、文化、旅游产业迈向综合高效治理，形成江苏更加平衡的产业、经济、文化和

社会效益。 

构建特色鲜明的产品体系 

打造集文化体验、运动休闲、景观赛事于一体的体育文化旅游产品是推进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深度融合的必然选

择。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不仅要因地制宜，凸显富有江苏特色和底蕴的人文价值取向，更应紧密契合“强富美高”

新江苏背景下的居民消费心理诉求，形成江苏运河品牌文化。一是拓展旅游路线。应基于点轴布局、沿河开发思路，立足淮安、

扬州、苏州等著名景区优势，开创富有情景体验、文化活力、贯通古今的地市体育文化旅游路线。不仅要充分挖掘江苏运河区

域的秧歌、舞蹈、游艺、杂技、武术、镖局、游戏、节庆、民俗等传统体育资源，基于地市历史文脉特点，打造富有故事性、

文化性、民俗性、节庆性的苏北、苏中、苏南体育文化历史街区。也要注重大众健康需求，开辟集休闲、健身、体验、观光、

疗养于一体的“生态体育走廊”，合理布局建设体育服务综合体。二是打造赛事体系。应以马拉松、龙舟、自行车、定向越野、

铁人三项、皮划艇等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为龙头，打造具有国内外广泛影响力的江苏大运河精品景观体育赛事体系。通过赛事

的品牌效应提升大运河旅游的社会吸引力和影响力，带动运河沿线城市居民的健身热潮。三是完善产业链条。要注重衔接与发

展上下游关联产业，如重点发展与体育文化旅游密切相关的影视、传媒、会展、交通、食宿、文化用品等产业链，通过整合现

有的江苏产业优势，助推江苏形成产业集群，实现增值。 

不断提升文化品质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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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核心要素，只有通过展现大运河体育文化风貌、唤醒大运河体育文化记忆，方能革

新江苏大运河体育文化的时代精神，才能从根本上提升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一方面，基于非遗体育元素构

建大运河城市体育文化基因。应将江苏大运河流域各城市非物质体育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整理、保护和开发，并致力于将其塑

造成各城市文化符号，融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如可通过建立地方体育名人故居、体育历史博物馆、体育主题公园、体育雕塑

等地标性设施来营造相应城市的体育历史“时空风貌”，实现“非遗体育文化基因”的地理性扎根；又如可通过编创富有江苏

体育特色的“非遗”健身方法、研发“非遗”健身器材、设计“非遗”创意用品等形式将“非遗体育文化”植入江苏各城市居

民生活，实现“非遗体育文化基因”的生活性扎根，如江南船拳的现代化创编和学校化传承，石锁运动的智能化开发和课程化

建设便为江苏非遗体育文化传播提供了经验。另一方面，基于数字化手段唤醒大运河体育文化记忆。为更加真实生动地还原再

现大运河的体育文化历史面貌，唯有通过现代化的数字传媒及其信息技术。因此，应通过建立江苏运河体育文化数据库来保存

历朝历代的遗产资料，通过建立数字化虚拟景区来再现体育历史场景，通过开发动漫影视、体感游戏、APP互动软件等形式全方

位、立体式传播江苏从古至今的大运河体育文化精神，唤醒当代人对大运河体育文化的历史记忆。 

全力夯实融合发展的保障基础 

政策环境、人才队伍等层面的条件保障，是有序推进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因此，需要通过营造

更好的融资环境，配套更为健全的政策，建设更为专业的人才队伍，为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发展保驾护航。一是优化融资

环境。要为富有前景的运河文化产业开辟相对宽松的融资渠道，借助体育产业引导资金、特色产业发展资金等专项帮扶基金，

支持和培育一批具有文化创意活力的江苏本土性企业。二是引育优秀人才。要扶持江苏高校推进建设大运河体育文化产业复合

型人才体系，可通过采取“校校合作”“校企合作”“校地联合”等方式，推进江苏体育特色专业建设，搭建运河体育、文化、

产业课程群，着力在江苏高校培养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的复合型人才，包括体育营销人才、体育科技人才、体育文创人才、

体育旅游人才等等。同时，充分利用江苏高校学术资源优势，建设江苏运河产业智库，打造智囊团队，发挥理论助力实践的优

势。最后，要通过建立行业准入、考核、培训、激励、淘汰等制度，形成良好的人才流动机制，促使江苏体育文化旅游行业队

伍不断更新素质，焕发竞争活力。三是完善优惠政策。可通过税收减免、土地供应优惠等方式吸引具有良好信誉的国内外知名

企业入驻江苏，逐渐形成江苏运河产业集群优势，打造富有集团性的大运河体育文化旅游产业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