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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最具人文历史品位的街区

金宝强

中共南京市秦淮区委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工委

“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决策部署。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是

金陵文化的摇篮、南京历史文化名城的名片，我们始终坚定文化自信，深耕文商旅融合，在擦亮文旅新名片、布局文旅新产业

和培育文旅消费新模式等方面不断发力，全力建设最具人文历史品位的街区。近年来，夫子庙—秦淮风光带先后获得首批“全

国示范步行街”“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等多项“国字号”荣誉。

坚持将文化作为街区最鲜明的底色，讲好“中国故事”

让文化地标成为主角。整体搬迁南京市中医院和 5个小商品市场，腾走 1000 余户低端业态，置换约 8万平方米载体。按照

“体验中国古代科举文化首选”的定位，打造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及文化商业配套设施，构建“儒学+科举”两条文化中轴线。

南京中国科举博物馆成为全国最大的科举专题类博物馆、江苏省最年轻的国家一级博物馆，其常设的《文明的阶梯—科举文化

专题展》荣获“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

让文化味道弥漫街区。深挖儒学、科举等文化资源，经常性举办祭孔大典、状元巡游等优秀传统文化活动。打造“状元大

讲堂”品牌，邀请文化专家做客街区授课。举办了 3届中秋节“秦淮品诗赏月活动”，深受群众欢迎；布局秦淮河畔小剧场群，

推出实景戏曲演出、沉浸体验式婚礼、《跟着诗人游秦淮》沉浸式演出等精品力作。

让文化遗产绽放光彩。建成集图文、实物、视听、手作和交流于一体的秦淮非遗展示体验馆，集聚各级非遗项目 98 项，代

表性传承人 243 名，并荣获“江苏省网红非遗体验中心”称号。根据“一步一景”“一步一艺”构想，把非遗全面融入夫子庙

街区，打造非遗旅游线路，发展非遗研学产业，培育非遗消费新业态，让市民游客在街区内全程感受非遗活态传承魅力。近年

来，夫子庙街区入选“全国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优选项目名录”“江苏省首届无限定空间非遗进景区示范项目”。

让文化舞台走向世界。连续举办 37 届秦淮灯会，灯会走进 40 多个国家和地区，被文旅部评为“2019 非遗与旅游融合”十

大范例之首。连续 5年参加世界知名城市“南京周”活动，推出“桨声灯影秦淮河”国际论坛，举办“江苏澳门周”交流活动、

“中意面对面”系列活动，深化国际文化交流合作。打造江苏网络文学谷，邀请知名作家创作“秦淮故事”系列小说。开展影

视化改编制作大型电视纪录片《秦淮河》，专题展现秦淮河的历史与文化。

坚持将转型作为街区最根本的任务，升级“消费引擎”

深耕文化内涵，打造“文字头+潮流店”。按照消费在店中、故事在路上的思路，通过“文化”这条线，将每个点串成文商

旅产品。打造“秦淮礼物”旗舰店和主题店，深挖秦淮文化内涵，精耕文创主题 IP，推出 8000 余款文创品种，以文创的方式将

秦淮故事转换成可以带走的秦淮礼物。建成沉浸式文商旅电影主题街区—戏院里街区，推出沉浸式实景娱乐项目，提供“人在

戏中游”的体验。

挖掘品牌资源，打造“老字号+新零售”。加强老字号品牌资源挖掘保护，扶持做大现有奇芳阁、莲湖糕团等老字号，积极

引进更多老字号品牌。对秦淮小吃实施贯标管理、挂牌管理和人气指数管理。打造“MO 音琵琶街”网红打卡地，聚集休闲娱乐、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M9N_p6ifsvOTXtwxMy8nkdaffLSYHBFeJeYMfKEWKmBgaSALUWdfthaMQQu3lnuCQLB8pqSB1pyStCO7QtFUdXvRjSlExt9qpIiayDYniOY=&uniplatform=NZK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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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奇文创、南京首店等年轻群体喜欢的新业态。围绕消费潮流热点，形成“秦淮夜肆”主题 IP，举办“古秦淮·新国潮”市集、

梦回金陵 VR 剧本杀、上元灯彩奇妙夜等活动。积极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发展模式，打造云游灯会、云祭孔等一系列云游夫子

庙活动。

实现全天候游览，打造“白观光+夜体验”。以夫子庙街区为引领，整合秦淮河、瞻园、明城墙、大报恩寺等景点资源，联

动朝天宫、老门东等旅游动线，促进白天的观光旅游、文化体验等。同时，大力培育夜间经济，延长主要景点、商家夜间营业

时间。结合现代科技，定期举行夜愚园、《明月印·中华门》等沉浸式演出，打造“秦淮有戏”特色品牌。“夜泊秦淮”文化

主题酒店已形成聚落，实现“一酒店一文化一特色”，让游客在街区慢下来、停下来、最终留下来。

坚持将环境作为街区最磁性的资源，再现“桨声灯影”

紧扣风貌保护，加强综合整治。完成夫子庙街区整体风貌出新，对重要道路、出入口、秦淮河实施综合环境整治。增设雕

塑小品，规范店招标牌，街区绿化覆盖率达 20.8%，沿线杆线全部下地，街区环境风貌焕然一新，再现“水光潋滟秦淮柳，桨声

灯影画中游”的美景。推动建成南京城墙博物馆、高标准打造老门东、熙南里、小西湖等历史街区，完整保留老城南街巷肌理，

其中小西湖微更新项目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文化遗产保护奖创新设计奖。

紧扣动线优化，设立特色交通线。实施内秦淮河东五华里夜景提升、西五华里休闲文化街区打造等重大文旅项目。建成从

外围进入街区的 4条慢行通道，在街区周围新增多个停车场，完善出入口及主要节点标识指示系统、智慧导引设施。围绕游客

“快达”和“慢行”两大需求，打造游船、电瓶车、黄包车等特色交通，通过故事线、风景线、购物线和特色交通线串联，构

筑了一条从碎片化到连续化的体验之旅。

紧扣人文关怀，提供便民服务。街区旅游公厕全部实施智能化和主题文化改造。在有条件的商户设置无障碍出入口，增设

无障碍坡道辅具和无障碍助力设施，街区休憩设施增加 30%以上。广泛开展文明宣传引导，街区设置多个志愿服务站，向游客提

供旅游咨询、投诉处理、物件寄存、婴儿推车和轮椅租借等便民服务，打造文明志愿服务品牌，不断提升游客的安全感、获得

感和幸福感。

坚持将创新作为街区最持久的动力，打造“管理样板”

优化组织体系，强化统一领导。成立由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任双主任，40 多家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为成员的区历史文化名

城保护委员会，聘任 30 余名专家组成区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咨询委员会，强化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统一领导。成立“夫子

庙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审批三人小组”，建立夫子庙规划建设三人小组会审机制。成立南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风景名胜区管委

会，作为街区专门管理机构，承担街区的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职责。

制定规范文件，提供保护支撑。完成《南京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条例》修订，从法律层面加强街区历史文化资源保护力度，

提高街区业态品质，提升街区管理服务效能，为街区规划建设、保护利用和监督管理提供更有效地法律支撑。制定出台《南京

市夫子庙秦淮风光带特色街区管理办法》等文件，为街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具体规范。

整合多重力量，提升管理效能。整合公安、交警、城管、环保、应急管理、消防等执法力量，组建街区综合执法大队，实

现一支队伍管全部、一专多能管到底。深化诚信街区建设，制定《商户诚信度分级评定办法》，推出“七天无理由退换”、小

额争议投诉先行赔付等优质服务。成立街区商会、街区自治联盟、街区“文化产业联盟”、“南京夫子庙小吃协会”等行业自

治组织；组建由公安民警、街区管理人员、商户代表构成的街区平安志愿者大队；全面实施店长制管理，从而实现街区众管共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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