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古不泥古、破法不悖法，才能实现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近年来，盐城市大力探索历史文化挖
掘、文艺精品创作、文化新型传播等文化传
承发展新路径，努力提供体系化、多样化和
优质化的文化服务。

承载空间创新。推进文化承载空间的
再造利用，是文化空间与地方产业发展有
机集合的重要手段。盐城市坚持“新旧共
生”原则，通过空间改造利用，将旧空间转
化为新地标，实现跨时代文化交流碰撞。
比如，乐库1968文创园，将盐城老肉联厂历
史建筑改造升级为文创园，在保留冷库、水
塔、走廊等工业遗存的同时，以“小体量”作
出“最大化”的商业运营布局，将历史与现
代、生活与潮流、文化与体育、娱乐与艺术、
品质与体验融合。盐城民俗博物馆以浓缩
版的盐城老城为载体，展示着极具本土特

色的市井人文。公交站、
小人书摊、钟表房、轮船码

头、老邮局等，再现属于过去
的那些时光记忆。还有亭湖

老八中变身为文创园、西溪古镇
变身为旅游胜地、建湖沙庄变身

为淮剧小镇等等，文化承载空间正
在盐城实现“华丽转身”。通过“何以

盐城”，加大对文明探源研究阐释和宣
传力度，打造盐城文脉展厅，汇集《盐城

地标丛书》《一场风花雪月的盐城》《勺子飞
来了》等多种类型书籍百余种千余册，内容
都与盐城相关，让人们在文字中加深了对
盐城的认识和理解。

传承平台创新。更好推动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平台的打造是“源头活水”。在盐
城，这样的传承平台正在不断推陈出新。
在这里，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深入挖
掘大运河文化基因，出版《江苏地方文化
史·盐城卷》等3部著作，共建大运河盐运文
化中心，取得了一系列丰硕成果；在这里，
非遗学院围绕瓷刻、发绣、雕刻等非遗项
目，为创新非遗人才培养、实现非遗进校
园、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提供新模式；在这
里，紫金文创研究院盐城分院依托南艺优
质资源，在提升文创设计水平、强化产业发
展研究方面不断突破；在这里，还有全国新
四军纪念场馆联盟、全国盐文化场馆联盟
等，更好地传承红色文化和地方特质文
化。九龙口“淮剧小镇”作为淮剧文化活化
传承的示范样本，坚持“生态为本、文化为
魂、文旅融合”的发展理念，全方位、多角

度、立体式展现淮剧等系列非遗的丰富内
涵。《非遗里的中国》在此拍摄，播放当天仅

“淮剧”一词搜索量就达300多万次，实现原
地的“C位”出道。

文创产品创新。红色铁军文化、蓝色
海洋文化、白色海盐文化、绿色湿地文化组
成的“四色文化”，代表着盐城地方文化特
色和历史底蕴，凝结着盐城精神特质。全
市文创产品植根于“红、蓝、白、绿”的“四色
文化”，在体现地域特色、打造城市品牌上
不断推陈出新。在红色上，突出传承并弘
扬新四军“铁军文化”，开发“铁军潮”“东
进”系列红色文创，放大盐城红色资源品牌
效应。在蓝色上，突出展现盐城经济社会
发展的崭新面貌，运用新能源等特色产业
元素，开发“风生水起”等系列文创，在大写
意的设计中，强调实用性和功能性，展现盐
城新兴产业的发展活力。在白色上，突出

“盐”文化主题，围绕海盐这一特殊材质，开
发出品盐雕、“盐城盐”系列等地域特色文
创。在绿色上，突出生态湿地之美，以黄海
湿地珍稀动物等为 IP，设计开发“吉祥三
宝”“潮汐树”等系列文创产品。同时，打造

“礼遇盐城”文创旗舰店，用好“燕舞商城”
网上文创店，以“线上+线下”方式叫响盐城
文创品牌。

表达形式创新。注重活态传承。在盐
城，从线下“淮剧小镇”到线上“中华淮剧”，
从东台发绣的“穿针引线”到数字化活态传
承的“宋画复活”，从市博物馆NPC探秘游、

“夜韵盐博”到市美术馆的《伟大的作品》魔
幻情景剧、跨媒体艺术展，再到海盐博物馆

的地域文明探源研学游，文化主体表达的
方式不断被创新激活。“一河、二堤、三相”
（分别是：串场河，范公堤、宋公堤，吕夷简、
晏殊、范仲淹）等传统文化，通过多元艺术
表达方式，呈现出独特魅力、时代风采。文
化品牌持续放大，围绕历史文化名人范仲
淹，打造情景剧《范仲淹》、大型淮剧《范公
堤》、历史小说《范仲淹》、以范仲淹命名的
学校等等，无一不是文化的活态传承。注
重现代表达。推动各类文艺形式的跨界融
合，以创新性的表达方式，增强文化认同
感。著名淮剧表演艺术家、“梅花奖”“白玉
兰奖”获得者陈澄，在“B站”上翻唱了淮剧
版《神女劈观》，成为互联网上一部“现象
级”作品。她的“淮剧陈澄”抖音号粉丝数
已近18万人。注重风格混搭。将杂技与淮
剧两个国家非遗项目的精髓紧密套搭融
合，创作杂技诗剧《四季江淮》、杂技报告剧
《芦苇青青菜花黄》等视觉冲击强烈的作
品，《万疆》《声声慢》等以淮剧与国风歌曲
有机结合呈现，更是吸粉无数。

盐城市围绕文化产业“六个一”重点内容，优
化文化产业结构布局，跃升文化产业总体量级，提
高文化产业消费能级，打造文化赋能高质量发展
示范区。2022年度规上文化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578.98亿元，同比增长20.8%，增长率排名全省第
一。全省民营文化企业三十强、重点文化科技企
业实现新突破。

聚力打造演艺文化产业。近年来，盐城在传统
艺术生产不断出新出彩的同时，依托良好的资源禀
赋、深厚的人文底蕴，不断打造“演艺+”品牌，拓展
多种艺术表达，将文化融于旅游产业，将演艺融于
日常生活，持续塑造“有戏盐城”文化标识，并向“演
艺盐城”升级转型的发展格局，描绘出一幅“诗与远
方走在一起”的“演艺盐城”新图景。打造“主题演
出+旅游景区”“驻场演出+小剧场”“街头演出+文
化街区”“氛围演出+文博场馆”等一批新型演艺空
间，推出以荷兰花海《只有爱》、西溪《天仙缘》、九龙
口《九龙聚喜》、大洋湾《盐渎往事》、珠溪古镇《相约
伍佑》、盐镇水街《串场夜画》等为代表的新型演艺
作品，将文艺有机融入城市肌理和文旅场景。

聚力打造数字文化产业。实施文化数字化战
略，推动长三角（盐城）数字视听产业基地建设，目
前已集聚网易、华为、人民百业等30多个重点数
字文化产业项目。依托大数据产业园、西伏河科
创走廊等载体，扩大5G、大数据、云计算、VR、AR
在全产业体系链的应用，发展数字创意、数字出版、
数字娱乐、数字展示、动漫游戏等业态。实施

“20000+”文物藏品数字智能应用与展示工程。加
强对淮剧资源的线上数字化整理保存和线下实景
展示，上线“中华淮剧App”、中华淮剧官网，打造
全网首个以“淮剧”命名的戏曲官方账号，在抖音、
微信等新媒体平台进行传播，全网曝光量突破1.1
亿。4D动画短片《不是菜鸟的盐小勺》荣获第12
届澳门国际微电影节“金莲花”最佳动画片奖，并新
建4D影院对外展播。霆善4K纳米悬浮光显屏、

“气味王国”嗅觉数字化等科技领跑行业前沿。
聚力打造生态文化产业。用好世界自然遗

产、国际湿地城市两张“金名片”，依托世界级滨海
湿地旅游廊道，真正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
将生态“高颜值”转化为经济“高价值”。用好世界
级滨海生态旅游廊道，将对应文艺作品、文化符号
和价值标志植入景区，让游客了解盐城“尊重自然、
保护自然、顺应自然”的生动故事。黄海森林公园
获得全国首张零碳旅游景区认证。大纵湖景区作
为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以“生态旅游”主题为核
心，打造以休闲、旅游、度假为一体的湿地旅游度假
区，将生态做成高附加值的产业。以极危候鸟勺嘴
鹬为原型的卡通形象“盐小勺”，已成为盐城家喻户
晓的文化IP，以此为主题孵化的40多个系列文创
产品、2家盐小勺咖啡馆、盐小勺4D影院等文化消
费新场景，已经成为城市文化消费网红新热点。

盐渎传千载，城拓沐海风。1.7万平方公里的
盐阜大地，镌刻着悠久的文化，流淌着多彩的文脉，
文化璀璨，人与自然共生共融，“四色文化”交相辉
映。凭海御风的盐城，必将高扬守正创新之帆、铆
足拼搏实干之劲、笃定争先进位之志，在文化建设
上探索新路径、创造新成果、塑造新标识，让中国式
现代化在盐城充分展现可观可感的现实图景。

““欢乐一夏欢乐一夏‘‘街街’’有你有你””启动仪式启动仪式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一座城市的历史文化是风范的展示、风韵的表达、风貌的象征。盐城因盐而兴、因盐得名，3000年前，沿海先民在这里煮海晒盐，造就了“烟火八百里，灶煎满天星”的盛景，

刻画下盐的风骨、盐的品质。这里有着通江、达海、济淮的独特地理位置，坐拥千里海疆以及长江、黄河共同冲刷作用下形成的特殊海域，依托千年盐渎的传统文化、丰富厚重

的红色文化和特色鲜明的湿地文化，秉承“汇通江淮之气概、畅达黄海之辽阔”的胸襟格局，依靠盐阜儿女的辛劳和智慧，努力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文化华章。

盐韵千年
——盐城市文化传承发展综述

□□盐轩盐轩

方寸之间，文化彰显。近年来，盐城
市聚焦打造21家重点景区、21个特色文
化街区、36家文博场馆、56个小剧场和
3000多家阅读新空间等“五大文化消费空
间”，东台西溪天仙缘景区、珠溪古镇、
KK-PARK国际街区、市美术馆、1956星
剧场等一批坐落在“一廊一带”的新老文
化地标，让人们在游览时充分感受盐城深
厚历史文化的魅力。

历史与现代融合。一街一巷承载历
史，一河一水写满故事。盐阜大地，历史
与现代有机融合、相得益彰，一批近悦远
来的文化项目正成为盐城闪亮的“文化标
识”。“十里建军路、半部盐城史”，建军路
承载着几代盐城人的美好回忆。亭湖区
遵循保护现有资源的理念，对街区持续

“有机更新”、拓展“微空间”。如今，竹林
大饭店、1956星剧场、市博物馆等新旧业
态叠加，文商旅融合辐射效应明显。盐城

“母亲河”——串场河畔，点缀着历史与现
代的地标。从东台西溪、安丰古镇到珠溪
古镇、海盐博物馆，再到盐镇水街、阜宁庙
湾古城，新老文化地标正成为串场河畔最
亮丽的风景。

本土与国际融合。深入挖掘本地特

有的历史文化资源和人文特质，积极推动
本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融合发展，充分彰
显21个特色文化街区“个性”，打造一批国
际范的街区。比如，KK-PARK国际街区
围绕中韩文化主题，将盐城文化、韩国元
素、特色项目有机结合，采用开放式运营
模式，打造1.1万平方米的宜业、宜商、宜
乐、宜游城市商业新空间。射阳趣伏里街
区，依托“安徒生童话”IP主题，以时尚餐
饮、亲子娱乐、精品零售等业态为核心，创
新“主题乐园+特色商业”模式，以全新复
合业态带来新式消费体验。

艺术与商业融合。在艺术与商业的
融合发展上不断进行深度挖掘与尝试，以

“艺术”营造多元空间场景，让“艺术”走进
生活。创新开展小剧场主题展演活动，引
进国内优秀演艺项目，并作为常态化的活
动品牌精心打造。举办“盐风海韵”2022小
剧场艺术季、2023小剧场新春秀，全市23
个小剧场累计推出150场高水平演出，涵
盖话剧、舞剧、音乐剧、儿童剧、淮剧、杂技
剧等，进一步丰富了盐城演艺市场的艺术
类型，掀起文化消费新热潮。演出几乎场
场爆满，不吝好评的盐城观众，切实感受到
丰富文化生活带来的满足。

文化与文明融合。用好新时代文明
实践中心（所、站），推动文化与文明相互
融合、相得益彰。创新打造新时代文明实
践“夜模式”，全市2600多个新时代文明实
践中心、（所、站）和特色文化街区精准对
接群众需求，因地制宜，联合各方资源广
泛开展草坪音乐节、社区超级联赛、夜生
活节、“夏季村晚”“阅享新空间 夜读沐书
香”等一系列高品位、高质量的夜间文化
惠民活动，让广大群众“清凉”一“夏”，持
续点亮夏夜群众幸福之光。

自然与人文融合。以打造文旅融合
消费新空间为载体，坚持历史人文与自然
景观有机传承，演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绚丽篇章。比如，黄海森林公园依靠1.6
万亩林业资源，由“卖树”这一锤子买卖向

“卖生态、卖风景”的新发展理念转变，立
足丰富的森林资源优势，推进生态资源与
特色文化、亲子旅游、休闲康养相结合，组
织开展“森林生活节”“森林瑜伽节”“奇遇
亲子节”等系列活动，打造出独具特色的
城市“生态会客厅”，融“海、林、鸟、河、滩”
于一体，实现生态效益、社会效益和经济
效益共赢。黄海森林公园已成为“绿水青
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生动诠释。

突出“融合”打造文化消费新空间

突出“创新”探索文化创意新模式

突出“聚力”

领跑文化产业新赛道

D·A艺术街区

荷兰花海戏剧幻城

实景秀《天仙缘》

湿地之眼

长三角（盐城）数字视听产业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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