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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站位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曹毓民

苏州市职业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增强国家文化自信、推进文化繁荣的重大战略工程，是有效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的重要创新路径。长江水系支流复杂、多元共生，流淌其间的文化基因和而不同、丰富多彩，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2020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面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把长江文化保护好、传承好、弘扬好，延续历史文脉，

坚定文化自信。2022 年，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正式启动，江苏率先出台《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推进方案》。在全力

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过程中，要注重四个方面的关系。

探源和应用的关系。中办、国办 2017 年 1 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整合具有突

出意义、重要影响、重大主题的文物和文化资源，实施公园化管理运营，实现保护传承利用、文化教育、公共服务、旅游观光、

休闲娱乐、科学研究功能，形成具有特定开放空间的公共文化载体。因此，在建设工作中应提高政治站位，从顶层设计上进一

步厘清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目标任务，将探源与应用有机融合。

做好长江流域古代文明探源工作。集合多方力量，运用多学科手段深入开展长江沿线文物、文化遗址等的调查、勘探、发

掘、保护等一系列工作，摸清长江文化资源的底数。“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长江不仅仅是地理地标，作为历史文化空

间，更是承载了中国人的故园家国情怀。将长江文化探源融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正是强化国民文化身份认同、建构族群文化

身份归属感的过程。

做好江苏段长江文化的应用工作。文化离不开经济政治、地理环境和人群社会，要明确“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

发挥文化应用的显性与隐性作用。长江文化探源的目的不能停留在考古和缅怀阶段，更重要的是对挖掘出的历史瑰宝加以阐释

和应用，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和传播，融入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之中，讲好江苏段故事，在民众心目中引起共鸣。要以长江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一方面强化江苏段沿线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和环境配套建设，提升区域文旅融合发展水平，推动长三角

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发挥文化软实力作用，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增强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凝聚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

丰富性和统一性的关系。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沿线包括南京、扬州、镇江、常州、无锡、苏州、泰州和南通 8 座城市，

文化资源丰富，有可移动文物 281 万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3116 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13 座，江南文化、金陵文化、江淮文化、

江海文化等争奇斗艳。

做到“各美其美”。突出类型文化特点，考虑区域内不同城市文化的差异性，对各类文化体系进行梳理和展示，充分彰显

不同区域文化的特色亮点，建设特色鲜明的博物馆、遗址公园等，做好江苏段各类文物的保护与展陈，加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演绎与展示。围绕地域经济特征，加强对不同城市经济文化、近代工商文化、红色文化等的挖掘与阐释，将其蕴含的开拓创

新、责任担当、家国情怀等核心价值转化成推动当下江苏经济社会发展的强劲动力，全面展示不同区域文化的丰富性。

实现“美美与共”。要有绘就“最美长江繁华画卷”的整体意识，强化统筹协调、城际合作，将江苏段作为整体文化符号

进行表达，构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的文化识别系统和江苏段文化基因库。加强数字技术应用，利用全息技术与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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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打造线上交互式展示体验，以全域理念建设长江文化体验区、主题公园等，作为长江文化景观的展示空间与天然载体，实

现文化展示、文旅发展、生态改善的有机统一，形成既浑然一体又色彩斑斓的江苏段长江文化的独特风貌。

保护和利用的关系。保护是利用的基础，利用是保护的途径，通过适当利用才能实现对长江文化的有效保护。借鉴大运河

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快启动地方立法，形成法律和制度保障。构建省、市、区（县）三级协同高效的工作

机制，形成布局合理、有机衔接、开放共享的格局。

汇聚多元主体力量。强化政府主导作用，将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融入沿江各设区市发展规划中，统筹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长江经济带、长三角一体化等重大战略，在管理、运营等方面实现示范引领，保障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功能定位与建设方向。吸引江苏优质文旅企业参与项目运营，高效链接市场需求，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充分发挥智

库平台功能，汇聚更多民智，激发更大民力，助力江苏段的建设工作。

实现综合功能效益。将生态效益作为基础，聚焦生态立园，持续实施长江生态修复，维持生物多样性，营造更好的生活空

间和游憩空间。以实现经济效益作为重要支撑，拓展研学旅游、康养旅游等新业态，以文旅深度融合发展优化沿江城市产业结

构调整。始终将社会效益摆在首位，以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建设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推进长

江文化的高质量传承和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与幸福感。

民族性和世界性的关系。长江流域一直走在中华民族近代化历程的时代前沿。自鸦片战争以后，逆着长江滚滚东流的走向，

中国的近代化过程自东向西逐次延伸。随着上海、南京等长江流域重要港口城市的开埠，西方工业文明溯江而上，中国民族工

商业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改革开放以来，长江流域日益成为国际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高地。

发挥长江文化国际传播的独特价值。在历史的长河里，长江流域，尤其江苏段是地域文化、中西文化碰撞交融最为激烈的

区域。长江文化延绵不绝、兼容并蓄、和而不同、特质鲜明，在传承和发展中彰显出中华文明灿烂瑰丽的风采，在国家形象建

构、民族情感延续、国际文化交往等方面都留下了积极向上的标识和印记，为我国不同地域提供了宏大的文化认同的符号。在

未来复杂多元的全球文化图景中，中华文化应该展示出世界性的责任担当，而长江文化作为文化交融背景下极具民族特性的中

华文明名片，在彰显中华文化价值的世界传播中具备显著的优势。

打造世界级文化公园。江苏应以世界眼光把握发展之势，发挥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优势，推动长江文化走向国际，将江苏段

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打造成为世界级文化公园，实现文化共识的民族性和世界性阐释，以文化带动经济、政治的交流。要依托国

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加大江苏段长江文化数字工程建设力度，赋能长江文化的发掘、保护、利用、传播等，扩大交互式数字文

旅项目的国际交流，实现生态链、创新链、市场链和价值链的“多链互动”，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高质量建设，全力

打造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样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