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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亭湖区2023第二季度“身边的奋斗
者”建议名单公示，经过层层推选、择优推荐、审
核评议、综合评定等程序，产生 10位候选人
物。这10位人物代表了在亭湖这片热土上，勇
敢奋斗的劳动者们。

无数个身边的奋斗者，绘就一座城市最美
的底色。今年，亭湖启动“身边的奋斗者”年度
活动，通过常态化地寻找，把“身边的奋斗者”的

“典型效应”发展为“群体效应”和“社会效应”，
用新时代奋斗者的逐梦故事，激发全区人民勇
立潮头、奋楫争先的热情，引导广大干群争做崇
高道德的践行者、文明风尚的维护者、美好生活
的创造者，让奋斗的种子，在亭湖拔节生长。

“守护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就是守护我们
的未来。持善前行，让爱回归，持续关爱困境学
子是‘鹤翔课堂’团队不变的情怀和担当。”“鹤
翔课堂”的发起人、“中国好人”“全国公安系统
二级英雄模范”刘婵介绍，多年来，“鹤翔课堂”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服务为载体，深入践行立德
树人之举，通过拓展受众法律视野和知识触角，
助力亭湖全国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和文明校园建
设等。目前“鹤翔课堂”已开展各类志愿服务活
动数百场，足迹遍布亭湖各地、各行业。

这仅是亭湖培树先进典型，引领文明风尚
的一隅。厚植文化根基，树立崇德向善之风，逐
步成为亭湖独特的城市文明景观。围绕新时代
文明服务站，司法条线“好人说法”、妇联条线

“花开满亭”家庭教育宣讲、教育
条线“千师进千家”、卫健系统“第
一村医”、法院“鹤凌云”家长课
堂、文广旅条线“幸福乐翻天”等
主题常态化持续性开展活动百余
场（次）。

“国家之魂，文以化之，文以
铸之。”亭湖在精神文明建设的征
途中持续走深走实——进一步完
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体系，优化资
源配置，推动“扫黄打非”、农家书
屋等各类基层阵地融入文明实践
所、站；统筹推进文明村镇、文明单
位、文明家庭、文明校园、文明社区

“五大创建”，让文明之风如春风化
雨时刻浸润百姓心田；开展“点亮微心愿”“道德
典型五进五讲”等文明实践品牌项目，走街串巷
进学校、入社区、进企业，总计开展200余场次志
愿服务、文明实践活动；全域开展“文明家庭”

“星级文明户”评选活动，助推乡村振兴，6.1万
户城乡家庭创成“文明家庭”“星级文明户”。

用文化服务群众，文化涵养也让亭湖人面
貌一新。“中国好人”吴登清为残疾人、军烈属等
免费开万份药方、捐款数十万元；“中国好人”陆
春銮自筹资金创办“亭湖区慈悦托福中心”，为
独居、孤残、智障、瘫痪等老人提供爱心服务；

“全国劳动模范”梁泽泉，先后设立“仁禾奖学

金”“仁禾中衡春蕾班”，牵头成立盐城市仁禾中
衡教育基金会；“全国最美家庭”孙成栋家庭常
年参与公益事业、热心志愿服务、关爱困难儿
童，还有“江苏好人”张玉荣、“全省最美退役军
人”刘保顺、“盐城好人”杜进进……他们共同唱
响了爱的奉献曲。

“亭湖好人”群像逐渐成型，以点滴事迹引
发亭湖全区并肩偕行、逐梦未来的时代共鸣。

“他们的出现不是偶然，而是城市文化的积淀，
来源于厚德文化的传承，发扬于人文精神的带
动，成就于文明基因和城市品格的养成。”亭湖
区文明办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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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城市，都有它的专属印记。记住一座城，每个
人都有自己的记忆法：可以是一座地标建筑、可以是一
道特色美食、可以是一位文化名人，甚至可以是一句乡
音……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承载着一个地方、几代人
的记忆，也是一座城市鲜明的个性。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亭湖该如何在传承发展地域文
化的过程中，强化自身特点，凸显城市个性？亭湖区委
九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要以文塑城擦亮文化标识”。

围绕这一要求，近年来亭湖区立足老城实际，以城
市更新为抓手，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功能完善、品质提升
和文化传承，努力构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体系，探
索文商旅融合发展新路径，以商业思维推动历史文化资
源活化利用。

“十里建军路，半部盐城史。”从昔日的东西大街到
建军路，再到而今的建军路文商旅创街区，泰山庙、市博
物馆、大铜马、新四军纪念馆、陆公祠、宋曹故居以及竹
林大饭店、盐城电影院等，这些标志性建筑物沉淀着城
市的深厚底蕴，绵延着历史文脉。行走在建军路上，宛
如在翻阅一部厚重的史书，城市记忆的精彩“页面”翩然
打开。

以遍布红色遗迹、承载盐阜记忆、纪念新四军重建
军部的盐城“第一路”建军路为依托，亭湖规划设计了

“重走建军路 寻访最盐城”青年学习社线路，以新四军
纪念馆、泰山庙遗址、铜马雕像为主体，设置“小小铁军
讲解员”“沉浸式行车解说”“铁军主题互动游戏”等线路
特色环节，邀请团员青年寻访红色足迹、打卡“最盐城”。

立足“新马泰”红色文化带、烈士名字命名的村等主
要载体，亭湖积极打造红色文化传承教育基地，在全区
广泛开展“铁军魂、盐城红”红色文化主题系列活动，让
红色基因融入血脉、代代相传。

用足用好范公堤、陆秀夫祠堂、宋曹故居等名胜古
迹资源，亭湖不断挖掘民俗历史文化，通过布局建设一
批特色街区、展示馆等文化载体平台，进一步保护好、传
承好富有地域特色的“文化招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常见的茅屋，清一色的茅草顶、泥
土墙，墙上悬挂知名艺术家的书画作品……走进黄尖镇
潮间带艺术村，海滨风情与文艺气息扑面而至。

以潮间带艺术村为载体，集国学艺术、特色农业体
验、文化艺术研学为一体，致力打造
盐城首个国粹文化（中国书画）艺术
创作基地、全国首个组团式茅草屋
民宿特色建筑群。这里不仅有全
国顶尖书画名家签约入驻，还是
清华大学美院、浙江大学美院等
13家高校师生艺术创作、实习、
研讨、交流基地，通过名人、名
家、名作引领，辐射放大名地效
应，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

不仅于此，建设“城市阳
台”巧用城市遗存，将“工业锈
带”变身“生活秀带”；改造盐
城电影院，打造1956星剧场，
再现“曲山艺海”风采；改造浠沧商业街，落成放映机雕
塑，留住昔日的光影岁月……在亭湖，城市地标不断更
新，新旧业态相互叠加，文化在利用中保护、在保护中
利用，推动城市功能优化完善的同时，城市文化气质及
居民生活品质持续攀升。

推动城市更新

以文塑城擦亮文化标识

培树先进典型 以文化人赓续文明基因

对历史最好的继承，就是创造新的历
史。近年来，全国多地开辟新领域，塑造城市
文化IP，引发现象级传播。

塑造城市文化IP，亭湖在行动。打造潮
间带艺术村等特色文化片区、开发湿地旅游路
线、融合发展非遗文化和文旅产业……具有亭
湖特色的文化新名片加速涌现。

立足生态湿地资源禀赋，亭湖区紧扣“首
位、首席、首选”主线，以创成省级全域旅游示范
区为抓手，全面发展生态特色文旅产业，致力建
设国际湿地旅游首选目的地。

如突出“世界自然遗产核心地、沿海生态百
里精品段”的定位，围绕展现滨海湿地风貌，重
点发展以海滨康养基地为方向的湿地生态旅游
主业，做足“好生态清心、好空气清肺、好食品清
胃，艺术养性、康疗养生、乡情养神”的“三清三
养”特色文章；着力打造潮间带艺术村、袁家尖
度假区、鹤汀云栖民宿等一批质量好、收益好、
形象好的重点旅游项目，塑造文旅品牌，推动
亭湖湿地的“绿色颜值”与“金色产值”相得
益彰。

同时，亭湖大力推出生态旅游节活动，聚焦
大洋湾樱花节、便仓镇枯枝牡丹节、黄尖镇牡丹
节、南洋镇桃花节、丹顶鹤湿地生态旅游节等，
展现亭湖独特的湿地生态风光和文化底蕴，塑
造城市湿地生态旅游IP。

亭湖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盐城黄海湿地的核
心区，历史底蕴深厚、人文特色鲜明。而丰富的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亭湖优秀传统文化、民俗文
化的结晶和标志，蕴含着巨大的历史人文价
值。亭湖正持续激发非遗的活力，推动非遗与
文旅融合发展，为旅游增添文化底色，打造独属
于亭湖的城市文旅IP，也使非遗成为亭湖区繁
荣文旅产业的一块“金字招牌”。

培育精品旅游线路，繁荣湿地文旅产业，都
离不开项目的有力支撑。基于此，近年来，亭湖
区还把项目作为湿地文旅产业发展的“头版头
条”，力推重点项目建设全面提速。潮间带艺术

村内书画村项目
已完成游客接待
中心、锦龙堂美术
馆、艺术酒吧、餐

厅、乡村舞台、网红市集及14栋民宿建设，古法
制盐体验区正在规划建设中；黄海湿地画院
1-5号古建筑基本建成，外框架建设已完成
50%；鹤汀云栖民宿、世遗研学营地运营提升
项目前期运营手续全部完成；海瓜子艺术村
已完成初步规划方案设计；黄尖镇以PPP模
式开发的丹顶鹤世遗小镇已现雏形；丹顶鹤
“鸣鸣”等代表亭湖文创的IP正在规划培育
中……
黄尖镇负责人告诉记者，目前，他们正与阿

那亚团队、燕舞集团、开元集团等运营机构加强
加深战略合作，加快旅游资源全域整合、产品全
域优化、市场全域营销，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丰富休闲度假、运动康养、亲子体验全业态，
让更多的“头回客”变成“回头客”，让“异乡客”
变为“归乡客”，持续叫响“世遗核心地、悦游在
亭湖”品牌。

文脉绵延，熠熠重光；承古拓今，生生不息。
红色文化、海盐文化、湿地文化、民俗文化水乳交
融，积淀了亭湖独具魅力的地域文化。保护传承
利用好丰富的历史文化，守住亭湖的“根”与

“魂”，必将助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亭湖新篇章。

塑造文化IP 以文兴业打造文旅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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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自然遗世界自然遗
产黄海湿地产黄海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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