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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冬时节，江苏大地秋冬美景“同
框”，漫步南京栖霞山赏红枫尽染，走进盐
城黄海湿地看“红色地毯”，太湖鼋头渚迎
来一年一度的冬季观鸟季……近年来，越
来越City的江苏成为热门旅游目的地。
2023年，全省文旅消费总额5366亿元，
占全国文旅消费9.74%，继续位居全国第
一，游客“流量”正成为消费“增量”。

未来，江苏人在家门口就会有世界
级的优质文旅体验，江苏正在打造世界
级的著名旅游目的地：培育打造世界级
运河文化遗产旅游廊道、世界级滨海生

态旅游廊道、扬子江世界级城市休闲旅
游带……

不止看诗和远方，进入新时代，高
质量的文化产品越来越成为人们高品
质生活的必需品。爆火的民族舞剧《红
楼梦》自首演以来，场场售罄，被网友赞
为中式美学“天花板”。民族舞剧《红楼
梦》由江苏大剧院出品，自 2021 年以
来，已走过34座国内城市，演出270余
场，与约45万名观众双向奔赴。今年9
月首次出境在新加坡演出，更是将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张力和当代审美

带出国门。
全省文化产业增加值从2012年的

2330 亿元增加到去年的 5800 亿元左
右，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二。不断攀升的
数字，是江苏写在十年间的答卷，是江
苏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的有力证明。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江苏笃行不
怠，勇担“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
探索新经验”的重大任务，绘就社会文
明程度高的新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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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江苏，遇见“社会文明程度高”现实模样

“真没想到在家门口就能看大展，
还能带孩子了解中国传统文化。”12月
16日，镇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大众篆刻作
品展开展，村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大展，
一枚枚篆刻作品在方寸间展示着世业
镇的变化与发展。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
来到这里视察，在村民洪家勇家赞叹：

“这里的风景比画还美。”十年间，洪家
勇见证了世业镇这座小岛的变化。在
84岁的他眼中，这几年不仅环境越来
越好，村民们的生活也越来越丰富多
彩，村集体综合治理能力也越来越强。

“以前，村民们闲暇时间不知道干什么，
现在家门口就有健身广场、步道，常常
还有文艺活动，大家的生活丰富多了！”

世业镇村民的幸福感，徐州市贾汪区

马庄村村民感同身受。马庄村的三宝：乐
团、香包、婆媳好。可以说是远近皆知。

2017年 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徐
州马庄村指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
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
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
民精神风貌。

不仅“富口袋”，更要“富脑袋”。马
庄村党委副书记、村委会主任王侠告诉
记者：“村里不光有乐团，还有民俗表演
团，每年商业演出不断，精神文化搞起
来了，村民也跟着享红利。”

“家门口看大展”“家门口赏好戏”
“家门口享非遗”……把丰富精彩的文
化盛宴送到群众身边，不断让人民群众
有更多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的文

化获得感。
总书记对江苏社会文明程度高的

殷切希望，如春风化雨般地浸润江苏。
全省13个设区市、16个县（市）成功创
建为全国文明城市，总数和占比均居全
国首位。

张家港作为全国文明城市的策源
地，从1994年提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算起，今年正好30周年。从连续六届
蝉联全国文明城市到建设更高水平全
国文明城市，文明已经成为张家港刻进
基因里的日常。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11个行业（系统）文明实践分中心、
11个区（镇、街道）文明实践所、274个
村（社区）文明实践站、1000多个文明
实践点……张家港将文明实践的触角
延伸到城乡各个角落。

文明力量浸润人心，文明实践之花璀璨绽放

在长江与大运河的滋润之下，江苏
文脉源远流长。如今，千年运河焕新
颜，古街古巷成顶流，吸引了越来越多
年轻人打卡。

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习
近平总书记深深牵挂，念兹在兹。2020
年 11月 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苏
扬州考察调研时指出，千百年来，运河
滋养两岸城市和人民，是运河两岸人民
的致富河、幸福河。希望大家共同保护
好大运河，使运河永远造福人民。

“下扬州，千万不要错过大运河博
物馆。”网友们纷纷在社交平台晒出逛
馆攻略，自2021年 6月开馆以来，扬州
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参观观众累计1100
余万人次，常常一票难求。

观众对于博物馆的热情，也让文博
工作者十分欣喜。中国大运河博物馆
党政办公室负责人崔丹说：“我们一直
致力于保护和传承大运河文化，希望让
观众能有更好的参观体验，更了解大运
河文化。2024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

功10周年，我们馆专门策划了一场特
展，展现新时代以来对大运河考古的发
现和重要成果。3个月的展期，吸引了
180万观众来打卡。”

一座座历史博物馆，静静诉说着江
苏厚重的历史。截至2023年底，江苏
全省备案博物馆数量已达355家，平均
24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打卡博物馆
越来越成为年轻人的旅游标配，今年国
庆假期，江苏362家备案博物馆共接待
观众超 645 万人次，日均同比增长
28.25%，“文博热”在江苏持续升温。在
崔丹看来，“博物馆热”日益显著，充分
彰显了中华民族厚重的文化底蕴，充分
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全长1600多米的平江路，有着“没
有围墙的江南文化博物馆”的美称，走
在这里，你可以听评弹声声悠扬婉转，
着汉服、梳发髻感受最江南的韵味。
2023年7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苏州
考察时指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

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
挖掘好、运用好，不仅要在物质形式上
传承好，更要在心里传承好。

从一条古街，窥见一座古城。作为首
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苏州，一砖一
瓦，都让人感受到历史文脉的涌动。姑苏
区人大代表、平江街道钮家巷社区原书
记、江苏省“百名示范”村（社区）书记张英
缨表示：“这一年来，古城里的古建老宅更
‘热’了。社区组织了工作人员，把平江路
周边这些老宅宝贝了解清楚，在保护修缮
过程中，我们遵循修旧如旧、最小干预的
原则，使这些老宅子焕然一新。”

《江苏典藏志·经部》《南枢志》《泰州
学派：儒家精神与乡村建设》……今年12
月“江苏文库”数据库软件平台再次迎来
上新，读者一键就能通晓千年文脉。从
2016年开始，江苏启动实施文脉整理研
究与传播工程，计划编纂出版《江苏文
库》3000册，成为“盛世修文”的重大工程
和率先实践。截至去年年底，《江苏文
库》已推出出版成果千余册。

文脉源远流长，保护传承中彰显文化自信底色

总要来一趟江苏吧，游客“流量”正成为消费“增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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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建设经济强、百姓富、环境美、社会文明程度高的新江苏。”这是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苏发展描绘的宏伟蓝图。
十年来，江苏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持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两手抓，不断增强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高质

量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如今，江苏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朋友圈”再扩大，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南京实现“荷花奖”历史性突破；“中
山陵限定版皮肤”成热门打卡机位……在“强富美高”新江苏这幅画卷上，“社会文明程度高”有了现实模样，人民群众的精神生
活越来越丰富多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