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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旅游，创新常州
文旅发展模式

20 多年前，全球掀起恐龙热
潮，由原地矿部、常州市政府和中国
地质博物馆三方合作打造的全新恐
龙博物馆落户常州。

自1997年铲下第一锹土开始，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在一座从未出
土过恐龙化石的江南城市建起了恐
龙博物馆，堪称“无中生有”的典范。

彼时，常州以工业著称，在旅游
业上并不占优势，传统旅游资源的
匮乏成为常州旅游业发展的瓶颈。
而恐龙博物馆的落地，成为推动常
州文旅从传统“资源依赖型”向“市
场创意型”转变的关键。

如何将“恐龙”事业做大做强？
就文博场馆而言，中华恐龙馆无疑
是成功的，它刷新了大众和行业的
认知，但作为撬动市场以期带动产
业蝶变的旅游产品而言，它是不够
的。“因为单一的科普体验并不能满
足大众对恐龙文化不断迸发的好奇
心，单一的商业模式也不能支撑‘恐
龙’长得更大，走得更远。”沈波说。

经过团队的不懈努力，中华恐龙
馆升级为中华恐龙园。2000年9月，
中华恐龙园一期正式开放，“科普+
旅游”的创新发展之路从此开启。

随着恐龙谷温泉、恐龙城大剧
场、迪诺水镇、恐龙人俱乐部酒店等
产品接连问世，恐龙园又完成了从
单一主题乐园到主题旅游度假区的
升级，成长为一座充满欢乐的“恐龙
王国”——环球恐龙城。

输出+建构，“恐龙”印
记遍布全国

继环球恐龙城之后，常州又打
造出“点土成金”古淹城、“虚实结
合”嬉戏谷、“移花接木”盐湖城等一
批重量级旅游产品，用10多年时间
实现了旅游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旅游经济总量跃居全省第四。

身处这片创新的沃土，沈波深
知光倚靠一个恐龙园景区显然不
行。他和团队开始思考，如何在主
题公园竞争的红海中杀出一条血
路？如何将自身积累的经验转化为
打造业务垂直的效益链？

恐龙园集团从单一的主题公园
运营商，向“文化旅游投资、运营和整
体方案解决供应商”转型。宿迁皂河
龙运城、眉山勇闯恐龙谷、绍兴黄酒
小镇……“恐龙”印记走出常州大本
营，走向全国。目前，恐龙园集团有
几十个专业团队在全国各地服务。

沈波又创造性地提出“模块理
论”，以恐龙文化为核心，打造不同
类型的大、中、小模块文旅产品，形
成了以都市主题旅游度假区为代表
的大模块、以“恐龙人探索营”为代
表的中模块、以“恐龙魔盒”等家庭
娱乐中心为代表的小模块，相继在
海南、四川、浙江、河南等地落子。

文化+科技，助力全新
征程启航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
开，吹响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

号角。
沈波表示，全会对文化建设作

出专题部署，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
提供了全面指引和根本遵循，为文
旅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指明了道路和
方向。“我们将继续坚持文化+科技
融合发展，锻造新质生产力，催生发
展新动能。”

沈波表示，在新征程中，恐龙园
集团将不再满足于对“恐龙”的形象
塑造，更多思考的是“用文化感染
人”。

“从文化角度看，我认为这个昔
日地球霸主一朝灭亡带给人类的警
示更为重要。”沈波说，正是基于这样
的思考，2021年，他提出了“亲近自
然、保护环境、珍爱生命、守护家园”

“不让恐龙的昨天成为人类的明天”
的企业“绿色愿景”。在“绿色愿景”
的指引下，沈波带领团队介入生命健
康和应急安全教育产业，提升公众应
对突发安全事件的自救互救能力。

推动文旅行业新质生产力的发
展，沈波表示，践行文化与科技融合
是重要手段。目前，恐龙园集团整
合国际国内一流科创团队，运用大
模型、生成性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
恐龙1.0版仿真仿生到4.0版智慧沉
浸互动的升级打造，不断刷新“恐
龙”市场的未来想象空间。

作为江苏省重大项目，“东方侏
罗纪”一期恐龙星球已于去年全面
开工，将于 2026 年 9月对外开放，
届时与中华恐龙园旅游度假区联袂
成片，建成后预计每年将新增 300
余万游客，有望成为长三角首屈一
指的一站式休闲度假目的地。

刷屏的“幸福蓝”，见证
“含碳量”更低的发展

蓝天、夕阳、晚霞，近年来成了江
苏人手机里的刷屏“常客”。“现在，
经常一抬头就能看到蓝天白云。前
段时间下班路上，我还拍到了网上说
的最美晚霞。”对于生态环境的变
化，南京市民李女士深有感触。

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带来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在江苏，人民
群众对生态环境满意度连续五年超
过90%。新时代十年，江苏生态环
境质量创新世纪以来最好水平：全
省 PM2.5 浓度大幅改善 56.2%，优
良天数比率提升18.7个百分点。

江苏省生态环境厅厅长蒋巍曾
用十年来的天空照举例，“自 2013
年开展PM2.5 监测以来，工作人员
每天在固定时间、方位拍一张照片，
通过前后比较可以明显看到，天空
色调变得明亮，雾霾灰越来越少，水
晶蓝越来越多。”

高颜值的生态环境背后，是强

治理在支撑。多年来，江苏深入贯
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协同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
保护，统筹做好治污、添绿、留白三
篇文章，全省生态环境实现从严重
透支到明显好转的历史性转变。

绿色转型、低碳发展，是实现这
一历史性转变的治本之策。新时代
十年，江苏在GDP连跨7个万亿元
台阶的同时，单位 GDP 能耗下降
38%，碳排放强度下降43%，发展的

“含金量”更足、“含绿量”更多、“含
碳量”更低。

近年来，绿色转型给传统钢铁
厂带来了发展新动能。绿树蓝天与
高炉、罐体“同框”，绿色转型给梅钢
带来了“新”的可能。完成超低排放
改造、建设“无废工厂”、打造梅钢工
业文化旅游区“无废景区”……如今
的梅钢，既是工厂也是景区。

守护江河安澜，让“水
韵江苏”更灵动

江苏是全国唯一拥有大江大河

大湖大海的省份，“水韵江苏”由此
而来。高水平保护、高质量发展，是
江苏守护江河安澜的必答题。

太湖治理是习近平总书记念兹
在兹、反复强调的“国之大者”。在
参加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江苏
代表团审议时，总书记专门询问了
太湖的水质如何，还有没有蓝藻。

粼粼波光中候鸟成群结队觅
食，鱼儿悠闲遨游，太湖水域焕发勃
勃生机……总书记关心的太湖水质
问题，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一刻不停的治理之路上，太
湖正不断恢复“年轻态”。

2023 年，太湖水质藻情达到
2007年以来最好水平，连续16年实
现安全度夏。水质变好了，珍稀生
物也随之而来。

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发展、控源
减污、开展生态保护修复……亮眼
成绩的背后，是更大力度、更加精准
推进新一轮太湖治理。

在今年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
“推动高质量发展”系列主题新闻发
布会江苏专场上，江苏亮出太湖治

理的“雄心壮志”：力争再用10年左
右的时间，使太湖的生态环境发生
质的变化，把太湖打造成世界级生
态湖区和创新湖区。

太湖与长江在地理位置上紧密
相连。近些年来，江苏坚定落实“共
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战略要
求，推动长江江苏段生态环境质量
发生转折性变化，长江干流江苏段
水质连续六年保持Ⅱ类。习近平总
书记2020年考察江苏时，用“沧桑
巨变”充分肯定南通五山沿江地区
的环境整治成效。

江河之治的“治”，是全方位的治
理变革。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探索
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
辖制度”的要求，2019年7月1日，江
苏在全国率先建立跨行政区划的

“9+1”环境资源审判机制，即以生态
功能区为单位，设立长江流域（南、
北片）、太湖流域等9家环境资源法
庭，集中管辖由全省基层人民法院
受理的环境资源案件；并在此基础
上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实现跨
行政区划的全流域环境资源保护。

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
治理能力的“江苏经验”

在徐州沛县沛北经济开发区，
含氟废水的处理问题曾一度困扰着
园区内多家涉氟企业，因自己治理
成本高、治理效果又不稳定，若排出
的废水不达标，企业面临被停产的
境遇。如今，随着沛县对工业污染
防治“绿岛”工程的打造，含氟废水
可以实现集中治理，企业的难题解
决了，区域水环境质量也显著提升。

2020年以来，江苏在全国率先
开展“绿岛”建设，按照“集约建设、
共享治污”的理念，建立“绿岛”187
个，破解中小企业治污与发展难题。
这一做法被写入国务院印发的《“十
四五”节能减排综合工作方案》。

“绿岛”建设，是江苏在生态环
境治理现代化建设上不断探索制度
创新的一个缩影。

作为全国唯一的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江
苏还承担着为全国生态环境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探路的使命。

大力推进生态环境系统“垂管”
改革，组建污染防治攻坚战指挥部；
先后制修订生态环境领域地方性法
规、规章15部，发布生态环境地方标
准114项、数量居全国前列；推出“环
保贷”“环保担”等绿色金融产品……
近年来，江苏深入推进生态环境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省工作，
坚持改革创新探路先行，在生态环境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上形成一批创
新性、引领性的“江苏经验”。

江豚重现长江江苏段，桃花水
母再现太湖，蓝天白云成为常态
……从生活宜居到生产转型，再到
生态美丽，如今江苏高质量发展的
绿色底色更加浓郁，一幅“水韵江
苏”画卷徐徐展开。

美丽江苏：绿色答卷“改”出来

沈波：讲好新时代“恐龙养成记”故事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把保护城市生态环境摆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

“希望大家共同保护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我们讲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搞不好就不是‘金山银山’，反而

成了亏钱买卖。”
对生态文明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尤为关注。进入新时代，总

书记亲自为江苏擘画了“强富美高”新江苏宏伟蓝图，反复叮嘱江苏要把保
护生态环境摆在突出位置，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

作为全国唯一的部省共建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试点
省，江苏稳步实施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持续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书写
了一张张“含金量”更足、“含绿量”更多的绿色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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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值暑假，常州中华恐龙园
旅游度假区里人头攒动。全新
项目“迷失森林”刚刚开放，吸
引着众多游客前来体验一场幻
光之旅。从“无中生有”到“有
中生新”，这座常变常新的“恐
龙王国”是常州文旅最佳名片
之一，累计吸引了来自全国各
地超1.2亿游客。

从“一馆”（中华恐龙馆）起
步，到“一园”（中华恐龙园），再
到“一城”（环球恐龙城），直到
足迹遍布全国，24 年里，这只
“恐龙”长得更大，走得更远，成
为中国主题乐园的领导品牌。
在恐龙园文化旅游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局主席、
首席执行官沈波心中，“恐龙养
成记”是他的梦想和奋斗目
标。他说，恐龙园的发展史是
充满诗意和传奇色彩的“成长
记”，也是中国文旅不断自主创
新和探索实践的“恐龙现象”，
更是见证中国改革不断向纵深
发展的生动缩影。弓劲者，箭
必远。“恐龙”事业不断发展壮
大的背后，是每时每刻拉满的
改革之弓、射出的一支支突破
自我之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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