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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加快建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先行示范段的对策建议 
 

摘要：南京师范大学郭新茹等研究认为，江苏立足于经济、

文化、生态三大维度，从健全制度保障、优化改善沿江生态、

深入推进文旅融合、提质升级数字平台等方面加速推进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效显著。但也存在区域协同联动较弱、文

化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品牌营销宣传不足、数字化传承保护方

式较少等问题。对此，建议着力强化协同联动、创新转化、立

体营销和数字赋能，加快建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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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对于传承长江精神，增强中华文

明影响力意义重大。作为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先行者，

江苏立足长江文化资源繁荣富集、创新要素多元集聚等比较

优势，深挖长江文化精神内核,高水平建设具有江苏特色的生

态长江、人文长江、幸福长江，开启城市肌理与文脉传承互

促互进的新局面。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创意传播基地、

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郭新茹承担的江苏省社

会科学基金“长江文化研究”专项课题“南京长江文化公园

价值评估与前期规划研究”，分析江苏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的成效与问题，提出对策建议。 

一、江苏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成效 

一是健全组织保障。省委省政府成立领导专班、设置专

门机构，搭建 1+N 政策体系，形成统一领导、省市联动、多

方参与、多元协同的“一盘棋”工作格局。2022 年 4 月，江

苏率先印发《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进方案》，2022 年上半

年安排专项资金 2.27 亿元，支持 224 个长江文化遗产保护展

示项目建设。二是组织项目跟进。实施地域文明探源工程、

长江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程等重大项目，开展沿线文

物和非遗资源专项调查，已采集长江沿线文旅资源单体近百

万个，完成龙江船厂保护规划、城墙博物馆建设等项目。三

是制订空间规划。明确建设范围，提出打造“四沿”联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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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七支”的长江文化空间格局，并将“两廊两带两区”文旅

空间布局融入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四是改善沿江生态。

推动实施高淳、金坛、宜兴等试点地区的 50 项生态保护修复

工程。2021 年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20 个、实践创新

基地 3 个。构建新沙洲江心岛生态湿地、太仓长江林场生态

公园等新田园综合体，打造了“春江十里”、三山矶岸线、江

豚广场等生态景观。五是推进文旅融合。沿江八市依托地域

特色资源，打造幕燕滨江风貌区、长江数字文化博物馆等世

界级标识性文旅产品。举办张家港长江文化节、长江文化保

护日、长江森林音乐节等系列品牌节庆活动，推出《大江南》

《扬子风华》《从秦淮河到扬子江—古代南京段长江文物特

展》等长江文化精品。六是建设数字平台。规划打造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数字云平台，培育一批“互联网+中华文明”数字

体验项目产品，包括苏州规划建设长江数字文化博物馆，南

京打造全国文化科技融合示范中心等。 

二、江苏建设长江国家文化公园的现存问题 

1.区域协同联动较弱。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江苏段文化资源

数量大、类别多、分布散，因统筹协调难度较大，导致各城

市间创新要素配置不合理、文化资源协同开发较弱。此外，

江苏段沿线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各地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发展重点任务存在差异，再加上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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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带等国家战略联动较弱，致使江苏长江沿线城市国家文

化公园保护与传承“条块分割、各自为营”。 

2.文化资源利用效率较低。江苏丰富的长江文化资源优势

并未全面转化为产业优势，文化资源开发同质化现象突出。

譬如，长江沿线城市博物馆、历史文化街区大多采用“文化

叙事+旅游景点”模式，主题特色不鲜明，展陈方式较为单一。

由于江苏长江文化资源开发的政府主导性强、民间参与性弱，

能对长江文化进行创意转化的文化企业和复合型创意人才较

少，导致众多长江文化资源仍在“沉睡”阶段或被“浅层次

开发”。 

3.品牌营销宣传不足。目前尚缺少统一长江文化标识系统

和立体宣传矩阵，未能形成以系列“爆款”打好用活“长江

牌”。从主流媒体宣传看，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截至 2022 年 12

月，《人民日报》对南京长江报道 96 次，对武汉长江报道 182

次；2019 年以来《学习强国》涉及武汉长江报道 1818 篇、涉

及重庆长江报道 1065 篇，涉及南京长江报道 946 篇。从文旅

品牌影响看，南京与苏州共同主办的长江文化节在参展机构、

项目签订金额、社会影响力等方面仍有较大提升空间。从文

艺精品看，与重庆、武汉等其他城市相比，江苏长江沿线城

市创作生产的、老百姓耳熟能详的长江文艺标识性作品数量

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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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数字化传承保护方式单一。长江文化资源复杂多样，急

需建立长江文化数字化标准和大数据平台，加强管理、保护

与开发。在数字表达与应用方面，长江文化的展示方式基本

还是以图片、视频、文字为主，缺乏深层次、智能化的高阶

技术支撑。长江文化数字内容的供给能力及高质量精准服务

等，离“数智长江”的要求还有一定距离。 

三、江苏加快建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先行示范段的对策

建议 

1.着力强化协同联动。一是加强区域内部统筹协调。成立

江苏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管理机构，建立跨区域、跨部门

的沟通协商机制，就专项政策衔接、项目整体规划、基础设

施共享等开展合作。二是构建创新合作网络。以重大文化产

业项目为抓手，引导龙头文化企业、行业组织、科研机构协

同构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创新合作网络，凝聚发展共识与创

新智慧。三是实行长江水系联动发展战略。加强与长江沿线

省市的协同联动，引导生态受益地区与保护地区之间“共保

联治”，形成长江国家文化公园建设利益共同体。 

2.着力强化创新转化。一是孵化长江文化精品 IP。创新

内容生产机制，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扶持等方式引导文化企

业、创意工作室及高校孵化一批富有江苏特色的长江文化精

品 IP。二是构建江苏长江文化 IP 标识体系。成立江苏长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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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 IP 中心，打造“长江文都”整体品牌和系列子品牌，构建

形象标识系统。三是拓展长江文化 IP 体验空间。鼓励支持沿

江各市建设长江数字文博馆、长江智慧公园等文化体验空间，

以“绣花”功夫进行滨江城市“微改造”，推动长江山水文化

与城市更新有机融合。 

3.着力强化立体营销。一是成立江苏长江文化品牌宣传工

作小组，构建“一体策划、集中采集、多种生成”的长江国

家文化公园全媒体宣传矩阵，展示沿江各市建设成果。二是

拓展“江苏长江”国际传播渠道。搭建江苏长江文旅 IP 产品

国际交易平台，构建“长江文旅 IP+贸易”营销模式，开展文

旅企业合作交流、跨境电商贸易、国际长江文化主题峰会等

特色活动。三是壮大江苏“长江”品牌企业走出去队伍。推

动江苏主营长江文化的企业进入《国家文化出口重点企业目

录》，支持凤凰传媒、江苏广电、原力动画等涉外文化企业创

作生产更多长江国际文化产品。 

4.着力强化数字赋能。一是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提档

升级长江国家文化公园沿岸基础设施，加快 5G 通讯配套设施

建设，推进“智慧景区”建设。二是强化数字技术应用。构

建一批类型不同、规模各异的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推动以

工艺美术为代表的特色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游戏电竞、

元宇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跨越式发展，催生新业态、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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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场景。三是提升数字化展示水平。建立江苏“长江自然与

文化基因库”，推出一批以长江文明为主题的数字文博体验产

品，开展数字展馆、虚拟讲解等数字化服务。 

 

（作者郭新茹，系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创意传播基地

教授，南京大学长三角文化产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陈曦，系

南京师范大学文化产业与创意传播基地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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