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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
发展。江苏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保存完好、历史底蕴深厚
的工业遗产。近年来，聚焦破题人文经济学，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江苏一直致
力更好释放工业旅游的魅力和效应，致力打造新的文化空间，取得了良好的成
效。记者调研了南钢工业文化旅游区、洋河酒厂工业旅游区、太湖雪蚕桑文化
园、运河五号创意街区等，近距离感受到工业旅游的热度，感受今昔强烈的对
比，与省文旅厅相关负责人和专家进行了座谈，找到其中规律性的要素，在文章
中进行精准阐释，同时兼顾展现亮点和提炼经验，为后续发展工业旅游提供了可
借鉴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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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刊出后，引起了求是网团队的关注。求是网拍摄《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江苏的
新实践》依据这篇文章进行点位选择展开拍摄，目前正在后期制作中，即将推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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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工业遗产“活化”为文化创意新天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工业旅游，

是以生产过程、生产工艺、工厂风貌、生产设备、工业产品、发展历史、发展成就、企业文化等

资源为核心元素，通过资源整合或二次开发，以文化赋能空间，以创意提升魅力，满足观赏、休

闲、购物、科普、研学等需求的旅游活动。聚焦破题人文经济学，聚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江苏一

直致力更好释放工业旅游的魅力和效应，为开创业态更多元、发展更均衡、理念更创新、底蕴更

深厚的工业旅游新局面，更好助力全省文旅产业高水平融合、高质量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注重从微切口展现人文视野
江苏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之一，拥有众多保存完好、历史底蕴深厚的工业遗产。发展

工业旅游绝不能简单停留在展示工业的层面，而是要让游客在观光过程中获得新鲜的体验，也能

感受江苏工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实践、工作成就和人文精神。

化工业遗存为文化记忆。结合城市文化、城市特色并与优势产业相结合，促进工业旅游延链

补链强链，打造具有城市特色的工业旅游项目和品牌，用工业展陈讲好产业创新故事，用工业空

间讲好工业发展故事。被誉为“江苏钢铁工业摇篮”的南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苏省第一

炉铁、第一炉钢、第一根钢材在这里诞生。南钢工业文化旅游区，集钢铁智造、人文历史、绿色

智慧、科普教育、自然景观于一体，形成工业文化与山、水、城、林相融合的旅游区，餐饮购物、

体验休闲等功能齐全，不仅让游客走进钢铁的“数字世界”、智造的“工业大脑”，沉浸式体验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还可重温南钢人艰苦创业、开拓创新的艰辛历程，感受中国钢铁工业从

无到有、从弱到强、领跑世界的骄人变化，更深层次理解钢铁企业奋斗史。这一展示钢铁工业文

化、智慧科技、自然景观的工业文化旅游区入选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成为人们伴随推进工业

现代化进程感受南京发展的重要窗口。

化工业精神为复兴梦想。创业初心承载着伟大的强国梦想，品牌标识凝聚着美好的富民愿望。

在工业旅游区域，聚集品牌工业标识符号，展现传统工业集群面貌，彰显民族工业自立自强精神，

让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感染后人凝聚力量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1906年意

大利米兰万国博览会上摘得中国酒类第一枚世博金质奖章，“颐生传统酿造工艺”被列入省级非

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这所百年老厂因实业救国自带流量，唤醒为国争光的文化记忆，激活文

化自信的业态再生，弘扬实业救国的文化和价值，推动百年颐生酿酒工业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

工业旅游增添了人文情怀。

多维打造工业空间彰显文化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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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工业遗产、工业博物馆、现代工厂等资源发展工业旅游，把工业生产流程提升为富有情

趣的旅游体验过程，结合其他产业类型进行多维拓展，赋予工业空间更加浓厚的文化韵味。

聚焦文化多维赋能。立足本地文化特色，挖掘历史文化底蕴，无论是大国之酿，还是金浆玉

醴，酿造过程充满了神秘和智慧。洋河酒厂工业旅游区充分利用厂区环境、空间优势，建设了多

个工业旅游景点，完善配套服务设施，实现“吃、住、行、游、购、娱”全要素配套，为各景区

提供保障。洋河酒厂工业旅游区核心项目主要有31个连跨酿酒车间、美人泉、梦之蓝中央酒区等。

洋河美人泉景观园为古宅修复，建有美人湖、美人桥、美人岛、品泉轩、咏泉林、赏泉榭、古宅、

半景酒街等文化景观，再现历史上洋河美人泉风貌及古槽坊造工艺。梦之蓝中央酒区位于洋河核

心酿酒区域，占地约20000平方米，由传统酿造技艺展示馆、梦之蓝手工生产区、古法酿酒遗址

区、明清古窖池群等历史景观组成。洋河酒酿造技艺已被载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是洋

河古法酿造技艺的传承之地。江苏现有6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中，位于张家港市的沙洲优黄

文化园在粉墙黛瓦、小桥流水的江南元素基础上，融合民国元素和新中式建筑风格，其新颖的设

计在国际上屡获大奖。围绕“酒的故事沙洲酿”主题，全面展示源远流长的黄酒文化历程；在传

统手工酿造车间里，展示从稻米香到黄酒香的手工酿造全过程。

聚焦品牌叠加拓展。立足本身文化IP，挖掘老字号魅力，让品牌拓展更为广阔的天地。享誉

中外的恒顺醋业始建于1840年，在百年变迁中，探索出“固态分层发酵”工艺。秉持“恒顺众生”

的价值观，用匠心铸就中华老字号品牌。建于上世纪90年代的醋文化博物馆设置“醋坊、酱园、

酒海”三大展区，展示传统的制醋、制酒工具，集聚众多原始素材，其中包括从晚清到20世纪70

年代的营业执照、商标证书、生产资料记录、印章等遗存，重点展示镇江恒顺香醋酿制技艺，推

出非遗体验、闻香识醋等沉浸式工业旅游项目，让游客深入体验。位于吴江的太湖雪蚕桑文化园

创新产业模式，从单一的工业旅游转变成工、农、文、旅相融合，再到打造研学、团建、党建、

亲子、科普、休闲等多种旅游业态，形成以工带农、以农促工的产业发展新局面。企业紧跟时代

步伐，紧扣国家战略，围绕丝绸延伸产业链，做精、做好丝绸产品，一丝绕三产，三产促振兴，

谱写了蚕桑产业新篇章。

依托工业基因激活文旅活力
从承载传统手工业的空间，承载特色工业生产流水线的车间，承载强国梦想的工业场域，到

能开展参观、游览、体验、购物等活动的文旅新空间，其中展现了改革开放过程中产业新旧动能

转换的嬗变，体现了新时代推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城市创意空间的蝶变，更促进了工业与文化和

旅游深度的融合，激活了文旅活力。

化产业基因为创意活力。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和“最少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地保护

了历史建筑的整体面貌，保留有岁月感的厂房、交织的户外管廊、锯齿型建筑等上个世纪传统工

业的“标志”，让游客游览街区的同时感受产业转型升级的历史必然，理解工业现代化建设的艰

辛和转型决策背后的智慧。位于常州市钟楼区的运河五号创意街区，前身为创办于1932年的常州

恒源畅厂（后更名为常州第五毛纺厂），是常州早期机器织布厂之一。在2007年产业结构调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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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常州将旧厂区打造成为设施完备、功能完善、服务全面、氛围独特的文创园区，成为大运河

常州段工业遗产活化利用的典型案例。从“古运河畔老工厂”到“常州文化新码头”，运河五号

街区特有的大运河记忆馆、恒源畅陈列馆、常州百年工商档案展示馆等公共展示空间，成为触摸

历史、感受文化的绝佳场所。常州天虹大明1921创意园利用参观、研学、体验互动等方式，展示

了纺织工业100年的进化历史，讲好劳模故事在工业遗产保护及利用等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用数字化手段激发文旅活力。结合现代工业特性，运用智能化数字展厅开展互动，带给游客

智能化时尚化的体验。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文化工业旅游区将汽车生产全过程可视化地展示给游客，

不仅使汽车文化得以有效宣传，而且使游客获得汽车产业发展等多方面的知识，感受到汽车生产

的魅力。经过不断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厂容厂貌、历史展示区、产品展示区、游戏体验区、智

能化生产观摩区等系列智能化汽车工业游览线路。在智能化数字展厅，游客可以通过智能化网联

设施、休闲娱乐设施体验汽车文化，了解汽车工业的发展历程。在讲好汽车工业故事的同时，和

游客一起畅想汽车工业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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