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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江苏省大型文化工程，
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
自2016年启动，目前进展和成果
转化情况如何？1月20日，江苏
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联组会
议提问环节，江苏省委宣传部常
务副部长梁勇回应政协委员关
切，在就该问题作答时表示：这
是江苏历史上第一部文化历史
百科全书，是要传世的，要经得
起后人的评价。

梁勇介绍，江苏是中华文明
发源地之一，历史文化资源丰
富，江苏的典籍也特别丰富。据
《江苏艺文志》记载，1911年前，
江苏的地方著作约83600种，江
苏作者超过29600人。对这些资
源进行系统的整理、研究和传
播，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也
是文化强省建设的重要标志。

2016 年，江苏省委、省政府
启动“江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
工程”，计划用至少十年时间出
版3000册《江苏文库》，希望让它
成为江苏历史上第一部文化历
史百科全书。2025 年是该工程
开展的第10个年头。截至2024
年底，《江苏文库》已出版约1600
册。由于实际工作中面临资料
选择等问题，《江苏文库·研究
编》等出版相对滞后。

除了纸质图书出版，另一方面
的成果是数字化。《江苏文库》数字
化工程从2019年开始启动。纸质
出版与数字出版同步，建立了《江
苏文库》数据库，该数据库在全省

45家图书馆面向公众开放。
此外，文脉工程的传播一直

摆在很重要的位置。不仅1600
册已出版的图书进入了全国100
多家图书馆，而且在新华日报、
现代快报等媒体开设专栏和微
信公众号，还利用专家学者、作
家资源举办“江苏文脉大讲堂”，
截至目前已举办29期讲堂，线上
线下同步开讲，全网阅读量超2.4
亿次，传播力、影响力非常大。
创办江南文脉论坛，在论坛上进
一步研究、传播江苏文脉。

梁勇从三个方面总结了江
苏文脉整理研究与传播工程的
特点，包括编制周全、布局资源
多 方 考 虑 、管 理 规 范 确 保 质
量。目前全国各省都在做文
库，超过3000册规模的还不多，
从编制的体例来说，《江苏文
库》有六编：文献编、方志编、史
料编、精华编、研究编和书目
编，前三编属于基础文献，后三
编属于研究整理成果，既满足
纯粹的学术研究基本需求，也
面向社会满足一般需求。该工
程汇聚省内高校、社科界等各
方面力量，目前参与人数达到
900人，所有参与的专家都很认
真，每一编的质量把关都很严
格。虽然这会对进度有一定影
响，但是能确保质量。

“这部书是要传世的，要经得
起后人的评价，要得到学术界的
认可。”梁勇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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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更加注重从供需两侧协
同发力，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
态势”主题，省政协委员从强化文旅
融合、企业改革创新、引进高端人才
等方面建言献策。省政协委员、江
苏无国界航空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
黄飞建建议，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

遇，挖掘经济增长点。他说，低空基
础设施是低空经济发展的基石，要
建好“四张网”，即设施网、空联网、
航路网和服务网。还要提升技术水
平和产品质量，带动产业链上下游
协同发展，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对于委员们的发言，省委常委、

常务副省长马欣都一一记录，并就
供需两侧协同发力的有效路径与政
协委员进行交流。他表示，大家的
建议都很好，概括讲就是“创新”二
字。比如发展低空经济，需求侧方
面还要拓宽应用场景。这对江苏来
说，是机遇更是挑战。

聚焦经济回升向好
建议抓住低空经济发展机遇

从低空经济到小红书出圈

政协委员热议流量经济，副省长现场回应
1月20日下午，江苏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围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大民

生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公共安全和社会治理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巩
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等六个方面的主题，委员们分组进行专题协商讨论。在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
向好、推进文化强省建设的两个主题联组讨论中，委员们围绕低空经济发展机遇、外国人涌入小红书
等话题踊跃发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欣，副省长陈忠伟分别进行回应，现场气氛热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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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组会议现场 图片来自江苏政协官微

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
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的联组会议上，委员们聚焦教
育、养老、托育等诸多民生话题建言
献策。

关于应对人口老龄化，省政协
委员，扬州大学原党委书记、教授焦
新安建议，要大力培育养老领域的

高素质行业人才，加大对养老领域
产学研支持力度，推动银发经济向
高品质、多样化方向发展。

省民政厅一级巡视员赵庭朴现
场回应说，全省民政系统一直在打造
专业的养老人才服务队伍，还在全国
率先建立了养老护理员专业技术职
称体系，下一步将持续加强顶层设

计，健全职称认定制度，强化薪酬待
遇保障，加强专业人才储备。

优化生育支持、提升托育服务
也引发委员热议。省政协委员，南
通市卫健委党组书记、主任张兵建
议，鼓励有条件的用人单位推广弹
性工作制度，让“生育友好”更加可
感可及。

委员热议“一老一小”
省民政厅回应将加强养老人才储备

“韩国人周五下班到上海、外国
网友涌入小红书、来华体验中国年，
成为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新潮流。”
20日下午，在“高质量推进社会主
义文化强省建设，把江苏打造成为
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地”联
组会议上，省政协委员、盐城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侯德志在发言
中这样说，现场很多委员点头表示
赞同。

如何接住“泼天流量”带动入境

游？侯德志建议，利用新媒体社交
平台，邀请外国旅游博主、在华留学
生前来江苏体验式旅游，鼓励他们
在社交平台分享真实、精彩的体
验。“在苏州园林中品茶赏景的悠然
时光，感受昆曲细腻婉转的独特魅
力，或是在南京的古街古巷古城墙
感受六朝风华，或在盐城欣赏鹤舞
鹿鸣……让水韵江苏的魅力圈粉全
球网民。”

小红书等社交平台的国际化，

引发委员们热议，大家打开了话匣
子。有委员还提到了冬季顶流“尔
滨”破圈出彩，思考爆火背后的文化
吸引力密码。

听了委员发言后，副省长陈忠
伟在讲话中也提到了委员们热议的

“小红书”话题。“最近，中外网民通过
小红书突破信息茧房，有外国网友请
中国学生帮写作业，开展‘跨国对账’
等现象。我想，在交往互鉴中，中国
人的文化自信也在不断提升。”

委员热议如何接住小红书流量
副省长回应：交往互鉴中，中国人的文化自信不断提升

量子、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
……围绕“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
新深度融合，加快打造发展新质生
产力重要阵地”，多位委员献计献策
作精彩发言。

省政协委员、九三学社连云港
市委会主委杨光认为，高成长企业

是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坚
力量。她建议，依托江苏先进制造
业集群优势，孵化高成长企业。

“聚焦未来网络、第三代半导体、
人工智能等特色垂直赛道，配置人
才、资本、技术、空间等创新要
素。”

省政协委员、南京大学天文与
空间科学学院院长李向东说，目前
江苏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之间仍然
存在一些壁垒，建议构建以国家和
省实验室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中心
为骨干、以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为支
撑的创新平台体系。

打造新质生产力
委员们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献计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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