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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接待游客破2亿人次

代表委员为“总要来趟南京吧”支招

南京市政协委员、市交通运输局局长宗仁：

开工南京北站，更大力度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
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做强枢纽门户功能、建设高品质宜
居城市等工作。交通部门将怎样
做？1月16日，现代快报记者专访
了南京市政协委员、市交通运输局
局长宗仁。他表示，2024 年，南京
市交通运输局将按照市两会精神，
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关于交通运输
工作的决策部署，围绕“抓项目、谋
创新、强服务、优环境、促经济”的目
标，谋新谋实年度各项工作。

打造“轨道上的都市圈”。2024
年，在铁路项目建设方面，南京将加
大投资，在去年114亿元的基础上，
继续投资191亿元，聚力推进北沿
江高铁、宁淮城际铁路、宁芜铁路扩
能改造、上元门过江通道项目，加快
南京西站搬迁工作；在城市轨道建
设方面，将更加重视乘用轨道交通
的可达性、便利性、时效性，推动4
号线二期、6号线等8条地铁线路建
设，7号线全线、5号线南段通车运
营，努力实现“轨道交通将成为城市

公共交通主体”的愿景目标。
建设区域性航运中心。2024

年，南京将在融入“水运江苏”发展
上持续发力，进一步促进航运要素
集聚。加快推进南京港总规和区域
性航运物流中心规划获批，政府出
台实施意见，并制定支持港口及航
运物流产业发展政策，开辟新航线，
提升总运力，引进长江引航中心，设
立航运产业发展基金，全力打造具
有国际资源配置能力和区域影响力
的航运物流中心；充分发挥12.5米
深水航道效应，优化大型海轮进出
南京港环境。

壮大“枢纽经济”优势。2024
年，南京将进一步聚焦“联动效应”，
发挥空港型、陆港型、海港型等枢纽
优势。加快推动禄口机场三期工
程，推动南京北站及其集疏运体系
实质性开工，有序推进新生圩码头
改建二期工程建设及龙潭港区六
期、七期前期工作；打造国际多式联
运枢纽，不断拓展铁水（海铁）联运

线路，稳定开行精品线路，结合龙潭
多式联运枢纽建设，整合水陆联运
优势，强化区域国际货物集散通道
和能力，提升枢纽与产业链融合水
平，构建具有世界聚合力的双向开
放枢纽。

提升为民服务质效。2024年，
南京将继续开展城市道路系列专项
提升行动，对龙蟠路、明城大道等
20条城市道路进行病害专项整治，
开展 100 条城市道路技术状况检
测、100公里城市道路空洞专项检测
和8座大型城市立交高架桥梁结构
检测，提升行驶舒适性；新增、调整公
交线路 30 条，升级改造公交站台
100处，完成农路新改建80公里、农
村公路桥梁新改建3座，新建农村公
路生命安全防护工程50公里，提升
出行便捷度；实现全市10个交邮融
合客运站和 16条交邮融合线路稳
定运营，新建8个“宁小蜂驿站”，进
一步提升为民服务的质效。

有效缓解城市拥堵。2024年，

交通部门将以破解交通拥堵问题为
导向，会同建委、规划资源、公安交
管等多部门同向发力，完善交通治
堵协调机制。加快过江通道建设，
龙潭过江通道、新生圩长江大桥建
成通车，加密干线路网中的宁滁高
速、宁盐高速建设，加快实施501省
道六合段、126省道江宁段、356省
道浦口段等项目，打通机场高速秣
陵互通堵点，实施新城快速通道、绕
城公路增设秦新路匝道等项目，尽
快拆除城区施工围挡还路于民，积
极引导绿色交通出行，围绕轨道新
线路开通，加快轨道和公交换乘一
体化设施建设，优化区域公交线网
等。

“下一步，我们将切实扛起‘争
当表率、争做示范、走在前列’光荣
使命，真抓实干、开拓奋进，奋力加
快建设交通强市，进一步提升人民
群众对交通运输的体验感、获得感
和幸福感。”宗仁说。
现代快报/现代+记者 李娜/文 顾闻/摄

市人大代表陈智敏：
建议弘扬滨江特色文

化，打造文旅新名片

从“淄博赶烤”到“哈尔滨冰雪
文化”，越来越多的城市因旅游被看
见。市人大代表、燕子矶新城开发
建设指挥部规划拓展部部长陈智敏
也关注到哈尔滨爆火的现象。她认
为，除了自然和人文资源的吸引力
之外，当地政府和旅游部门采取了
一系列积极措施，为游客提供了更
好的旅游体验和服务，这对南京也
有借鉴意义。

陈智敏关注到政府工作报告中
提到的“持续推动滨江两岸风光带
提升，塑造标志性景观节点，更好展
现城市滨江风貌”，认为南京要更加
利用好滨江地带，展现滨江文化特
色。比如，燕子矶被誉为“万里长江
第一矶”，拥有古金陵四十八景之一
的“燕矶夕照”、达摩古洞等，自古以
来就是文人墨客流连忘返的旅游胜
地。“这里集自然风光与人文魅力于
一体，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幕燕滨江
风光带看一场日落，登上观音门公

园‘樱花天梯’，打卡2023年南京马
拉松终点燕子矶滨江公园……”

据了解，燕子矶老镇文化商业
街区正在建设中，延续老镇肌理，将
建设成为集商业、餐饮、旅游等为一
体的文化旅游新载体。在陈智敏看
来，“滨江风光带不只要有诗情画
意，还要完善餐饮、停车、酒店等配
套设施，提供多元化消费、休闲场
景，让建筑与地形和景观有机融为
一体，串珠成线，提档升级，让更多
人了解到燕子矶滨江的独特之处，
打造滨江文旅新名片。”

市人大代表曹劲松：
建议发挥社交平台优

势，撬动文旅市场新蓝海

市人大代表，南京市社科联党
组书记、主席，市社科院院长曹劲松
认为，当下，氛围经济正在重构文旅
新生态。“从场景经济到氛围经济，
文旅市场更强调体验感，也就是游
客在现场感受到的情感、情绪以及
关于这座城市的氛围。”

文化旅游新业态频现，城市如
何在拼“流量”的同时增“留量”？曹

劲松表示，首先要重视突破式创新，
在原有的文旅体验基础上，增加新
的体验点，营造良好的氛围。同时，
让数字技术赋能文旅产业发展，打
造沉浸式体验场景。此外，突出年
轻态消费，抓住年轻人的消费新需
求与社交新趋向，催生新的文化业
态与文化体验，推动文旅消费升级。

在曹劲松看来，网络化传播为
城市形象宣传、文旅融合发展提供
了越来越广阔的平台，在文旅“破冰
出圈”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建议，
要用好新媒体手段，发挥社交平台
优势，助推文化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市政协委员陆文杰：
建议增加公交车辆，畅

通“网红”片区交通微循环

刚刚过去的一年，南京旅游迎
来强势复苏，“总要来趟南京吧”“你
一句春不晚，我就来到了真江南”促
进南京文旅火爆出圈。

南京既是六朝古都，也是世界
文学之都，夫子庙、中山陵等景区全
国闻名。在市政协委员、南京市鼓
楼区特殊教育学校教师陆文杰看

来，正是这样独特的气质助力南京
成为“顶流”。

陆文杰告诉现代快报记者，此
次政协会议，她带来的建议与文旅
相关。“我分别在工作日、周末、法定
节假日，去钟山风景区多次调研。”
据她观察，2023 年，平常周末钟山
风景区的客流量就能抵得上往年黄
金周的客流量，目前包括观光车等在
内的公共交通运力是不够的。她建
议，景区内部“微循环”公交车辆常态
化运营，增加公交车数量，提高运载
能力。优化公交线路，覆盖更多景
点。同时她建议针对节假日、大型活
动等高峰期制定专门的交通管理方
案，增加临时调度人员和设备，确保
在突发情况下能够迅速响应。

“正如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到，南
京要‘坚持弘扬新风、传承文脉，着
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市。擦亮博
爱之都、人文绿都、文学之都金字招
牌，加快建设更有文化厚度、文明高
度、国际知名度的魅力南京’。”聆听
政府工作报告，陆文杰深有感触。
她还萌生了一个想法，策划制作20
集微课《文都南京——诗篇里的金
陵足迹》，带领大家更深入地感受南
京的风采。

市人大代表严菲：
建议打造特色市集，给

年轻人提供新社交方式

“‘南方小土豆’‘东北小冻
梨’……这些我之前在新闻上看到
了，各地文旅部门也都卷起来了。”
市人大代表、南京金鹰国际集团有
限公司副总裁严菲带来的建议也与
此相关。

城市红了后，很多人关心“网红
城市”如何长红的问题。严菲认为，
在高涨的热度背后，南京要深挖自
身资源，她特别看重“市集”的能
量。“要集中组织具有南京文化特色
的市集，引领新型消费，也给年轻人
提供新的社交方式、创业就业新平
台，同时满足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
的体验需求。”在严菲看来，南京作
为历史文化名城孕育了丰富而珍贵
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保持非遗本
身文化价值的基础上，适当对其进
行商业化价值开发，不断拓展非物
质文化遗产利用路径，让非遗更贴
近现代人的生活，不断增强游客的
体验感、参与感及融入感。

这个冰雪季，“冰雪之城”哈尔
滨接住“泼天的富贵”，火爆出圈，成
为新晋网红城市“顶流”。这一话题
也引发了代表委员的热议。1月 16
日，南京市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开
幕，市长陈之常作政府工作报告，报
告中提到，2023年全年南京接待游
客突破2亿人次。“网红南京”何以留
住流量，一路长红？不少代表委员
建议，南京既要学习其他网红城市，
也要深挖本地特色，多维度塑造城
市立体品牌形象，塑造真正的城市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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