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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沿海地区文化产业增长极

东台，依海而生，拓海而兴，是江苏沿
海打造世界级生态旅游廊道的重要节点，
是世界自然遗产地的重要板块，也是江苏
沿海开发主战场、苏北接轨上海第一站。
近年来，西溪景区以海洋强省的使命担当，
在全国沿海地区更大空间范畴内增优发
展，变潜力为实力、变优势为胜势。

用足激励政策。围绕盐城和东台两级
市委、市政府出台的扶持服务业发展的政
策，西溪景区积极为集聚区内企业争取文
化产业项目基金、文化专业人才薪酬补助
等，制定“黄海明珠”文化产业人才计划，研
究设立5亿元产业项目基金，促进服务业项
目集聚发展。

配优公共服务。集聚区公共服务平台
齐全，大力建设文化产业园、影视创客中
心、青年人才驿站、创意产业研发楼等服务
平台，构造集聚区动态安全防控体系；建立
专业管理服务机构，引进专业商管团队，为
入驻服务业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积极推
进邻里中心、24小时超市、品牌康养医院、
艺术培训学校、共享创客空间等配套设施
建设，为集聚区持续发展提供支撑。

放大溢出效益。西溪文化产业集聚区
景城一体、文旅融合、生态集约的长足发展，
为社会提供近5000个就业岗位，带动周边
商业繁荣、百姓致富，培植品牌产品和业态
输出，拉动了消费内循环。让文化产业人在
优厚的环境中创意创业，形成“产业创造产
品，产品丰富业态，业态服务产业”的持续发
展模式。让游客在轻松度假中了解历史文
化，体验非遗传承，感受大爱情怀。

展望未来，西溪将在文化和旅游的深
度融合中，讲好仙缘故事，提升游客体验，
让“宜游宜业宜居”景区更有活力、更具品
质、更加美丽，在新的赶考路上奋力谱写现
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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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链式发展文化产业集聚度

人在船中坐，船在画中游，一切好似诗中
画面……走进西溪古镇犁木街，古宅、寺院、
拱桥，那些经历岁月沧桑的老房、灰墙、青瓦、
砖拱桥，它们依水而筑、傍河而立，年复一年，
守在这片幽寂静谧的土地上。“五一”期间，游
客纷纷带上家人、亲友来此体验“世外桃源”
生活，尽享董永故里诗画浪漫。

这是西溪景区突出创新为要，以人为本，
“补链”壮大规模，“延链”增强实力，“建链”抢
先布局，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产，打造产
业载体集聚度的生动写照。近年来，该景区
围绕“董永传说”“三相文化”、海盐文化等文
化资源，以创造新的未来遗产为目标，高品质
建成文化园、草市街、汉朝街、西溪古城、犁木
街、盐仓监等建筑，既是文化旅游景点，更是
文化产业发展载体。同时，将多元业态注入
文化资产，形成产业要素集聚度。

比如，为配齐“一站式”食住行游购娱要
素，非遗特色街——草市街和汉朝街，引进
128种地方名小吃；逅海特色夜消费文化街
区，引进贰麻酒馆、七堂酒馆、snake动吧等
品牌餐饮，吸引时尚新潮的消费群体；犁木街
展现宋明街市历史文化美学，特色里下河风
情民宿别有韵味等，使得景区成为国家级夜
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创建单位。

在做大做强文化旅游产业的基础上，该
景区延伸文化产业链，以省级影视基地为载
体，大力发展影视文化产业，吸引150家影视
企业入驻；积极对接国家话剧院，合作建立数
字演艺江苏基地；对接紫金文化艺术节，为集
聚区文化产业拓展平台赋能增效……据统
计，集聚区内服务业企业数量以每年30%的
速度增长，现有各类服务企业640家，区域年
营收持续增长。

西溪古镇，距今两千多年历史，美在
往昔，盛在今时。2006年，“董永传说”被
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东台西溪旅游文化景区以“爱”为引，打造

“董哥哥仙妹妹”文化IP，建设董永七仙女
文化园、汉潮街、梨木街、逅海等景点，游
客人数逐年增加。

西溪为何备受青年男女青睐？“在这
一带，与董永七仙女的爱情故事相关的
地名遗迹多达53处，西溪已成为年轻恋
人向往之地。”西溪景区相关负责人说，
近年来，该景区坚定文化自信，“以爱为
媒、借爱拓伸”，提升“大爱西溪文化产业
影响力”。

以历史文化为底色。先后打造西溪
古城、海春塔苑、犁木街、盐仓监等文旅
项目。修复千年西溪书院，开设《西溪讲
堂》，邀请著名文化学者王立群开讲；东
台籍艺术家“寻艺三境”在三相阁艺术馆
精彩呈现；创作《范仲淹》情景剧获得社
会广泛称赞。

以爱情文化打市场。打造董永七仙
女文化园，创作《天仙缘》《寻仙缘》演艺，
演出近600场，累计观演人次超50万。
通过举办中华天仙缘文化节、时尚草莓
音乐节、汉服婚礼展、水上婚礼秀等文化
活动，受到国内文艺界关注。

以非遗文化做产品。西溪拥有东台
发绣、董永传说两项国家级非遗，东台鱼
汤面、陈皮酒等41项省级和地方非遗资
源。围绕非遗文化的活化，集聚区在汉
朝街开设非遗店铺、草市街引进非遗小
吃，开设精品发绣展示馆，举办陈皮酒孝
贤文化节。2021年央视《元宵戏曲晚
会》在西溪录制，更进一步提升集聚区的
知名度和美誉度。

构筑大爱西溪文化产业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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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两淮海盐文化起源地、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董永传说”发源地，近段时间东台西溪又火了一把。在江苏省

发改委公布的省第一批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集聚示范区中，西溪文化产业集聚区以宜游、宜业、宜居等特色亮点，从

评审中脱颖而出成功上榜。

随着高铁开通，东台已纳入上海一小时经济圈、长三角中心区城市。西溪将持续发掘和传承地方历史文脉和“先天

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公品质”，倾力叫响“中华天仙缘”爱情文化品牌，奋力跨越，打造西溪“精神文明建

设与产业创新发展的新高地”，争当“沿海高质量发展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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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东台西溪谱写“宜游宜业”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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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市街人流如织草市街人流如织

西溪夜景美如画西溪夜景美如画 《《天仙缘天仙缘》》实景演出实景演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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