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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维展现江苏高品质文旅风采 

贾潇潇 

吴韵汉风醉水乡，江河湖海润华章。江苏自然条件优越、城乡区域发展比较协调，园林城市、名城名镇和美丽

乡村众多，自古以来便是令人向往的地方。推进高品质文旅发展，适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稳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以多维传播方式展现美丽江苏的生态之美、城乡宜居之美、水韵人文之美、绿色发展之美，挖掘吴韵汉风等优秀传

统地域文化，把江苏璀璨的历史挖掘出来，把博大精深的文化传播出去，讲好江苏故事，不断展现“水韵江苏”魅

力、深入诠释江苏丰富内涵，让有形态、有韵味、有温度、有质感的美丽江苏更加耀眼动人。 

博采众长挖掘深蕴文化特质 

高品质文旅正不断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方向发展，有利于不断发掘、放大江苏富有特色的文化特质，深度打造城市形

象，并迅速创造一系列更生动更丰富多彩的文旅场景，为受众带来沉浸式体验，产生显著的宣传效果。 

挖掘吴韵汉风之美。江苏文化源远流长，吴文化、楚汉文化、金陵文化、淮扬文化等优秀传统地域文化精彩纷呈，长江文化、

海洋文化、大运河文化、江南文化相互交融，赋予这片土地生动的历史回响。充分挖掘科技创新潜力，强化“水韵江苏”“感知

江苏”等文化交流品牌。在各大旅拍平台、微博微信等官方账号发布优质内容，实时在各大门户网站推送文旅资讯，将秀美的湖

光山色、浓郁的民俗风情及时展现出来，全方位、深层次、多领域、立体式地展现江苏婉转多姿的秀美风光，让人们领略江苏文

化的无穷魅力与内在价值。同时，兄弟省份的做法也给我们以启示。例如，浙东地区“唐诗之路”把多样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以

“诗歌”为纽带串接在一起，成为浙江人文展示的“重要窗口”，也成为国内外游客向往的“诗和远方”。 

挖掘人文荟萃之美。千百年来，江苏人民创造了灿烂文化，留下了许多弥足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这里有六朝古都南京、上

有天堂下有苏杭的人间天堂苏州、二十四桥明月夜淮左名都扬州、满眼风光北固楼的城市山林镇江，还有遍布历经千年沧桑的名

胜古迹、贯穿南北的京杭大运河，以及细致精美、格调高雅、口味清鲜的淮扬名菜，等等。紧紧依托这些人文要素，融合文化、

艺术、娱乐、体验为一体，通过科技创新手段将场景、美食、建筑、演出、文创等融为一体、互为支撑，打造高品质文旅，提升

旅游体验感，触摸到自然肌理、历史脉络和文化记忆，让人得到心灵的净化和熏陶，充分演绎江苏城市的美丽故事和风土人情。 

挖掘自然景观之美。江苏自然景观古今闻名，长江、淮河穿境而过，京杭运河纵贯南北，有烟雾迷茫、碧波万顷的太湖，有

“东海第一胜境”的花果山，水乡泽国、鱼米之乡合二为一、融为一体。沿海南部依托邻近上海的区位优势，彰显江苏通江达海

的独特海滨风情。自然景观之美尤其便于借助新媒体进行推介，让游客对魅力江苏的江河湖海可知可感，成为全国知名的“网红

旅游目的地”，全方位提升旅游知名度和影响力。 

打造品牌不断增强极致感受 

应对疫情新挑战，以数字内容为核心的数字文旅产业异军突起、逆势上扬，用户规模、日均用户时长节节攀升，各大在线旅

游平台纷纷推出云旅游项目。通过利用科技创新手段积极打造高品质的文旅品牌，不断增强品牌的网络显示度和群众沉浸式体

验感，锻造旅游韧性。疫情趋于平稳后，相关项目更易于成为人们的“打卡”圣地。 

注重打响品牌美誉度。品牌形象的打造是对城市文化的提升与再造，是对城市可展现文化的提炼。要紧扣城市文化核心定

位，从历史性、科考性、娱乐性、美感度、规模度等方面，汲取精华来展示和提升核心文化元素，对易于识别、能够准确代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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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旅游价值和文化内核的优势资源进行整体包装，通过精准策划、口号征集、形象设计等一系列流程，突出江苏区域优势，有效

体现文化特色价值。在传播手段的运用上，既要重视大型宣传片的打造，形成大气磅礴有震撼力的宣传风格，也要注重发挥时下

受到年轻一代推崇的微电影、短视频等新媒体的传播力度，倡导共情共鸣，实现更高更快更有影响力地传播。 

注重提升产品活跃度。展现多姿多彩的城市形象，需要始终保持与受众的互动和受众热度。要高度重视自身平台的营销推

广，维护好在微博、微信等热门平台建立的旅游官方账号以及各大景区官方账号，持续推送相关讯息、图文及视频等。同时，要

注重以移动媒体优先，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并举、专题策划报道与动态活动报道同步，持续不断发掘新的展示亮点，丰富新产

品供给，创新文旅业态，在传承文化的同时与时俱进保持鲜明个性，保持特色文化品牌的受众关注度。 

注重增强游客体验度。综合利用数字技术、虚拟技术等现代科技成果，使受众能够拥有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目前，沉浸

式夜游、沉浸式灯光秀、沉浸式展演、沉浸式体验馆、沉浸式戏剧等日渐普遍，“云”旅游、线上看展览、线上看非遗也成为现

实。要结合实际，打造推广属于我们自己的沉浸式文旅品牌产品。同时，发挥互联网便利性，实现预约购票、地图导览、精选路

线、游玩分享等信息数字化，提供“吃、住、行、游、购、娱”一站式综合服务，全面覆盖游客游前、游中、游后的各项需求。 

多措并举引领文旅创新风尚 

高品质文旅需要融合多种创新技术、涉及多种应用平台，既要从宏观层面整体规划运用以便产生聚合性推广效果，也要在具

体操作中强化本土民间力量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各类文化资源，进行系统性、深度化挖掘，实现文化资源多次开发、多重产品、

多种收益，形成既满足市场需求又彰显地域特色、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江苏文化符号。 

强化政策支持。在顶层设计上，把运用科技创新手段作为当下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引擎，坚持规划引领、政策驱

动、跨界融合，从规划、机制、财力、人力等方面强化支持举措，不断推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做大做强，走跨越式发展道路。

大力支持对大运河、江南文化等文化名片的打造，托起“高原上的高峰”。 

强化融合创新。综合运用大数据、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等手段，创新融合文旅消费场景，发展文旅消费新热点，推动美

丽江苏推广与经济发展融合互促。抓住超高清、数字技术、虚拟技术等新传播技术的发展机遇，结合地方特色，促进文旅产业与

农业、林业、水利、工业、科技、文化等深度融合，大力培育新业态，鼓励文旅产业创新。突出沿大运河地区的文化特色和生态

优先，一体建设高品位的文化长廊、生态长廊、旅游长廊，打造江苏的美丽中轴。在城市形象宣传中，强化以创新技术为引领，

充分利用信息革命成果，灵活运用 5G、AI、VR/AR等新型传播技术，为城市形象塑造及传播创造新机遇。 

强化参与互动。互联互通的新传媒时代，传播场景更加垂直化、社群化、多元化，传播形式呈全媒化、全员化，每个人都是

信息流量池中的传播者和分享者。要立足各地实际，发展高品质旅游产品，线下打造网红景点，线上展示视频和文字，使推广更

具感召力、影响力，更好满足新期待、引领新风尚。同时，促进红色旅游、乡村旅游、遗产旅游、研学旅游等融合业态提质升级。

完善江苏智慧文旅平台功能，强化参与互动，加强智慧景区建设，深入打造高品质文旅产品的看点卖点，切实为美丽江苏形象推

广插上翅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