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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拿下两个全省第一
滚烫的文旅暑期档，热力十足

徐州，华夏九州之一，拥有2600多年建城
史，享有“两汉文化看徐州”的美誉。作为汉
文化发祥地，徐州立足资源禀赋，以融合发展
为主线，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服务质量。
连续两个月的暑期，也是检验一座城市文旅
服务的重要时间节点。在今年夏天，徐州文
旅市场持续升温，热力十足。

在北京工作生活多年的李先生“种草”徐
州很久了，在短视频等网络平台，有关徐州吃
喝玩乐的视频深深吸引着他，在这个暑期，他
专门请了年假来徐州打卡，这趟旅程在他看
来确实不虚此行。三天“特种兵式”的行程，
汉文化、美食文化等徐州特色带来的新鲜感
让李先生应接不暇。

“到达徐州的当晚我们就吃上了烧烤，尤
其是白串羊肉十分美味！”研究了各种攻略
后，李先生这次徐州之行体验感拉满。市中
心的文庙街区，传统与新潮并存，很多潮牌作
为徐州首店入驻其中，吸引着年轻人拍照发
帖。一路向南，依户部山而建的古建筑群，分
布错落有致，行走其间古韵迎面而来。“不光
玩得好，还吃得好，出行也很方便。”李先生
说，徐州市区地铁四通八达，主要的景区乘坐
地铁都能到达。徐州是革命老区、红色热土，
李先生和朋友们还前往淮海战役烈士纪念
塔，在红色故事中厚植爱国情怀。

夏季是夜经济的旺季。当下的徐州，正大
力发展夜间文旅消费新场景，推动消费需求
更好释放，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更多动力。

夜幕下游览龟山汉墓，鬼斧神工的墓室别
有洞天，走进去暑气一扫而光。这个暑期，龟
山景区开启“宠客”模式，准备了绿豆汤、遮阳
棚、驱蚊花露水，7月26日起推出的夜游龟山
项目，票价5折，并升级亮化效果，增添了浓厚
的文化气息。与龟山汉墓相距2公里的徐州
欧乐堡度假区成为纳凉宝地，火爆今夏。4月
底开业的欧乐堡海洋酒店，主题房也供不应
求。此外，徐州还推出了“徐州寻宝季”“汉
符”云游记等活动，与游客亲密互动。

据统计，8 月份徐州重点景区接待游客
649.09万人次，环比增长24.03%；游客消费总
额26.61亿元，环比增长23.84%。江苏智慧文
旅平台显示，8月份全市A级旅游景区游客接
待量增幅全省第一、游客消费增幅全省第一。

深挖城市中流淌的文脉
发展新业态，打造文旅融合新场景

城市是文化和情感记忆的载体，文化是展
现城市魅力的关键。徐州历史文化灿若繁
星，但因水灾泛滥等历史因素，遗迹大都被封
存，给文物保护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挑战。当
下全国文旅市场火热，如何打造新的增长点，
让文旅热起来？

近年来，徐州不断加强历史文脉保护传
承。徐州中心商圈是商业繁华之所，更是文
化汇聚之地。徐州当前正在打造的“彭城七
里”城市文脉，南起云龙山脚下的下圆墩遗
址，北至黄楼，以彭城路为中轴，依次串联黄
楼、文庙、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回龙窝、户部山
等重要历史文化节点，沿途分布着2片历史文
化街区、12片历史地段、45处 53点文物保护
单位、8处历史建筑。去年，云龙山与徐州博

物馆贯
通 开
放 ，让
贯 穿 徐
州老城区
南北历史
文化轴的游
览路线更加
顺 畅 。 据 了
解，“彭城七里”
的“七”契合了文
脉中轴线南北长 7
华里、更新片区面积7
平方公里、划分7个更新
单元的要素，还含有“初始、
吉祥、周而复始”的文化内涵。

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
重点在于盘“活”，更好融入百姓生
活，生命力才能得以延续。如今，处在
北端的文庙街区已经营业，一展“江北第一
楼”的风采。街区古今结合，更有多个“首店”
业态强势加盟，让文庙的网红气息达到Next
Level。在社交平台上，文庙街区更是当之无
愧的流量担当，从江北第一楼穿楼洞见对面
的苏宁广场，魔幻气质萦绕眼前。

了解一座城，先从美食开始，“因美食而
动，寻美味而游”的“味蕾游”成为当前文旅消
费新风尚。近年来，徐州文旅积极拓展“美
食+旅游”文旅消费新模式、培育新热点，吸引
八方游客来徐品尝美食、旅游观光，展示别样
的徐州味道和古城魅力。“入伏食羊”是徐州
人传承千年的习俗，“徐州伏羊食俗”也被列
入第五批国家级非遗项目名录。伏羊汤开喝
仪式、羊肉烹饪技艺大赛等主题活动充分展
示彭祖饮食文化的独特魅力。

打破次元壁
科技赋能，文旅产业向“新”而行

8月24日，徐州方特水上乐园正式开园迎
客。乐园引进多项国际先进的大型水上游乐
设备，拥有16大特色水上项目。乐园采用的
24小时全自动水循环处理消毒系统，为游客
提供健康、安全的游玩保障。在建设过程中，
项目还研发了“一种地脚螺栓固定装置”新型
专利，保证现场螺栓施工零失误，精度符合度
达100％。融合新科技，护航文旅产业发展。

在徐州，科技力量在不断为文旅营造新业
态。由徐州市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打造出
品的《彭城风华》沿着苏轼在徐州任知州两年
的故事线，以真山真水为舞台，将多种前沿技

术与艺术呈现方式创新应用，让观众在实景
演出中体验多元艺术氛围，沉浸于年代场
景。集声、光、电、水、火、雾等先进科技手段
于一体的演绎方式，赢得广泛好评。

据了解，《彭城风华》运营首年，累计接待
游客超12万人次，自今年3月份以来接待游
客12.2万人次，实现营收1344.5万元。

近年来，徐州文旅部门以数字化、网络化、
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旅游正开启“加速跑”。
智慧旅游系统全面覆盖云龙湖游船码头、滑
索道、水族馆等区域，感知触角延伸到景区各
处；徐州方特乐园《大风歌》通过真人歌舞表
演与幻影成像技术，演绎历史精彩场景；徐州
博物馆推出AR沉浸式观展技术，观众不仅能
听、能看，更能够通过语音指令、视觉识别与
文物进行交互。

流量UP UP UP
“网红徐州”，正迈向长红

博物馆一票难求，烧烤店大排长龙……当
下，越来越多的游客前往徐州，感受这座宝藏
城市。

据统计，2024年1至8月，徐州27家重点
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838.49万人次，同比增
长30.09%，外地游客占比为64%（去年同期为
43.2%）；游客消费总额158.96亿元，同比增长

28.25% 。
核心景区、徐

州五大乐园的吸
引力不断增强。1至 8

月，“五园”累计接待游客
554.1万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6.44亿

元。其中，徐州乐园接待游客211.4万人次，
同比增长10%。徐州方特水上乐园8月24日
投入运营后，游客量日增5%以上。

热门打卡地文庙街区表现也不俗，自4月
底开业以来，日均客流3.5万人次，实现销售
收入9590万元，户部山景区接待游客158万
人次，同比增长28.5%。畅通的交通网络提供
了便捷的出行体验，更多游客选择多在徐州
停留几天。

据1月至8月的数据，来徐游客平均停留
时长为1.84天，过夜游客占比在55%以上；回
龙窝街区夜间客流量突破360万人次，带动周
边收入4000余万元。

汉文化、徐州味、烟火气、时尚潮，越来越
多的游客发现徐州变得更美了，能玩的项目更
多了。手握流量密码的“网红徐州”正在打好
文旅融合牌，向长红迈进。下一步，徐州将继
续在体制机制改革、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下功
夫，不断提升城市文化创造力竞争力影响力，
让更多人了解徐州、来到徐州、爱上徐州。

“追新逐绿——解锁徐州高质量发展密码”系列报道④

破圈出圈！
手握流量密码的“网红徐州”迈向长红

9月27日，2024徐州汉文化旅游节正式开幕，“网红徐州”将迎来一场盛大的文
化盛宴，共邀市民及游客一起来感受这座历史名城的深厚文化底蕴和独特风情。

畅游户部山、回龙窝，来一场说走就走的Citywalk；夜赏云龙湖，一场徐州大戏
——大型湖岛剧《彭城风华》在微风湖景中登场；来份徐州烧烤、羊肉汤，大快朵颐间
烟火升腾；走进汉文化景区、徐州博物馆，巍巍汉风中穿越时空古今遥望……

今年以来，徐州市持续丰富文旅产品、培育融合业态，不断涌现的新场景、新
体验“点燃”文旅市场，消费活力进一步释放。古老与现代交融，供需两端上演
“双向奔赴”，手握流量密码的“网红徐州”，正在迈向长红。

通讯员 陆金玉 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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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彭城风华（官方供图）
2.徐州市户部山（回龙窝）
历史文化街区

3.市中心商圈夜晚人头攒动
4.文庙街区
5.文庙与苏宁广场古今相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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