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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文化赋能促旅游
内涵式跃迁。近年来，响水持续统筹阵地建设、不断放大艺术
创作“响水现象”、多维深耕讲好响水红色故事“三措并举”，在
强化文化惠民生上下功夫，文化赋能促旅游内涵式跃迁。

响水持续打造“响水文脉”阵地建设。提升黄海书院、县
博物馆、吕恩谊艺术馆等文化阵地建设服务功能配套。加强
社会合作，打造图书馆“响水文脉”专题书柜，培育新型阅读空
间……同时，响水不断放大艺术创作“响水现象”。一方面，打
磨提升大戏《好人周仁甫》、小戏《解决问题》，启动《云梯关》剧
本创作，擦亮“中国小戏艺术之乡”“中国诗歌之乡”两块文化

品牌。另一方面，深入挖掘本土资源和传统工艺，提升费氏肉
松技艺工坊、景泰蓝掐丝珐琅画、海派玉雕等非遗项目品牌效
应，推进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其中，费氏
肉松技艺工坊入选首批省级非遗工坊，响水县文化馆、县图书
馆艺术中心馆入选2023年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打造
对象，灌江口书院被市委宣传部纳入“盐渎书房”示范项目。

深耕讲好响水红色故事，也是响水推进文化赋能的良
方。响水注重加强红色文化的赓续发展，强化全县红色资源
挖掘、保护、利用。加强对淮北盐场人民烈士纪念塔、“二·六
惨案”纪念碑、响水县烈士陵园等8处革命文保单位的保护利
用，推进陈家港战斗指挥所旧址及国耻碑的保护修缮提升工
作。此外，加强红色精品创作，编排淮海小戏《血染季家圩》，
打磨提升《黎明前的枪声》等红色节目，从而更加丰富响水红
色文化底蕴。

据统计，响水2023年开展文化惠民巡演300余场，全年
送戏下乡180场、送展览下乡120场、送电影200场，进一步
集聚人气，吸引更多群众参与文化活动。

滔滔河海，奔流荡漾，一路

东进；云梯关头，雄踞热土，追

古抚今；网红沙滩，栈桥踏浪，

迎风赶海；万树桃李，枝头摇

曳，吐蕊迎春……响水生态旅

游事业发展蒸蒸日上，影响力

与美誉度不断提升，多层次、高

质量的休闲旅游品牌不断推陈

出新，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走

进这座美丽的滨海之城。

近年来，响水坚持以文塑

旅、以旅彰文，推进文化和旅游

深度融合发展，聚焦挖掘文旅

的深层价值，深入盘活文旅资

源、丰富文旅业态、数字赋能文

旅等举措，实现风景增色、游客

增兴、当地增收，实现文旅产业

深度融合、繁荣发展。

拥抱着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响水精耕延展旅游
资源，绘就了如诗如梦的美丽画卷。

响水东濒浩瀚的黄海，北枕神奇的灌河，海岸线
蜿蜒曲折，滩涂湿地广袤无垠。近年来，立足文旅发
展全局，响水积极开展全县文旅招商，突出黄河故道
和黄海新区两大片区，深入挖掘旅游资源，如今的黄
河故道和黄海新区，绿色新卷正在铺展。同时，响水
加快推进灌河风光带建设，系统谋划灌河、通榆河、
中山河、响坎河等6条生态廊道建设，着力构建陆海
统筹、地绿水清的县域生态空间格局。

春日的云梯关迎来不少游客，或三五成群登上望
海楼，感受自然风光；或站立“古云梯关”石刻碑旁，听
古人镇海守关的故事；或来到禹王寺，静享禅意。依托
云梯关古关文化特色资源，响水积极推进云梯关景区
建设，打造集观光旅游、购物、休闲、餐饮等于一体的文
旅特色品牌。

春和景明，提着水桶，或光着脚丫，或穿着雨靴，在
响水网红沙滩捡泥螺、捉小蟹，体验初春赶海的乐趣；
站在栈桥上看日出日落，观赏潮涨潮落，感受春日浪
漫。响水实行“精准滴灌”推动打造网红海滩。同时，
注重“体验式”旅游，加快提升“网红海滩”功能性配套
设施，开发沿海码头与开山岛旅游路线，建设苏北片区
亲子休闲游乐胜地。

梨花竞相绽放，似雪如玉；桃花春日灼灼，粉嫩可
爱……响水持续做好花果文章，建设黄圩、运河、大有
等十里桃园、梨花里、苹果林、薄壳山核桃带等林果产
业，形成一条生机盎然、花林果错落、品种多样的花林
果经济带。

2024年，响水着力实现游客接待量突破60万人
次，旅游总收入超过千万元，不断推进从“吸睛”到“吸
金”的文旅发展之路，努力在更高水平推进文化强县建
设上实干争先。

如何从“流量”发展到“留量”？响水给出答案：依托特色
品牌驱动文旅可持续化发展。

建县于1966年4月的响水，是江苏省最年轻的县份。这
里既有海的大气厚重，又兼具河的婉约灵动；既能领略“东南
沿海第一关”古韵雄姿，也能感受小桥流水的静谧安闲；既有
现代城市的速度与激情，也有着令人向往的诗和远方。而

这，为响水特色品牌创建营
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资源。

近年来，响水对标对表
省级特色文旅品牌，结合区
域不锈钢产业特色，重点开
发形式多样的工旅休闲产
品，将港口码头、不锈钢世
界、德龙镍业公司厂区、集装
箱街区等资源进行串联，丰
富旅游基础设施及接待服
务。同时，对照省级工业旅
游示范区的标准，精心打造
铁盒街区、不锈钢小镇等旅
游项目，着力将该区域打造
成特色鲜明的工业旅游示范
区域。经过努力，2023年，

响水不锈钢工业旅游区创成省级工业旅游区。
与此同时，紧紧抓住年轻人旅游消费习惯，深化文旅活

动品牌影响力。去年，响水陆续开展“田汉杯”中国·响水小
戏大赛、渔火夜市嘉年华等高质量的文旅活动，在城市绿地
广场筹划举办烧烤、露营、音乐趴、非遗市集等活动，打响响
水文旅产业新品牌。进一步提升新媒体营销和文创产品，加
强微博、微信和抖音短视频平台的宣传发布，全面开展响水
文创商品设计提升工作。发力主流媒体，其中，“田汉杯”中
国·响水小戏大赛活动被央视频等多家媒体宣传报道，渔火
夜市嘉年华、舞蹈大赛、歌手大赛等分别被央广网报道。

强化乡村振兴产业特色品牌，使乡村特色优势产业成为
乡村居民致富增收的增长极。响水以“微旅游”为主线，与镇
区共谋共享文旅活动，定期举办响水黄圩风筝艺术展、韩家
荡荷花诗会、桃花文化月等特色活动。同时，通过农产品直
播销售、群文活动演出、特色美食节、产品预售会等系列活
动，不断强化乡村振兴产业特色IP，带动各地休闲农业及旅
游产业发展。此外，利用黄河故道片区自然禀赋，大力发展
黄圩的铁皮石斛、小尖的浅水藕、运河的鲜食玉米等众多特
色农产品，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能，打造出黄河故道特色
农业文旅品牌。

响水响水

从“吸睛”到“吸金”
——深入挖掘旅游资源

从“入眼”到“入心”

从“流量”到“留量”
——特色品牌驱动文旅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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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旅融合文旅融合““绣绣””春风春风

——文化赋能促内涵式跃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