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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美南钢“智”造工业旅游样板

工旅融合“醉”美酒都新韵

“古运河畔老工厂”蝶变“常州文化新
码头”“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百年老字号
化身中医药工业旅游文化地标……工业
旧址在文旅融合理念下获得新生，“硬核
工业”与“诗和远方”相得益彰。近年来，
我省工业与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成效明
显，目前已认定的江苏省工业旅游区有
120多家。工业旅游正被越来越多的人
关注，是旅游界和企业界的“新宠”，也成
为一些企业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支点和
消费热点。

工业遗产活化利用：老工业区
的华丽转型

运河五号创意街区成为大运河畔的
文旅主力军，斑驳的老墙、灵动的厂房、高
大的水塔、纵横的户外管廊、纺织企业特
有的锯齿形建筑等工业时代的“标志”在
改造过程中被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文创
与工业交织碰撞，时代节奏与厚重历史相
互交融，“常州文化新码头”焕发出别样的

精彩。
常州天虹纺织有限公司前身为1921

年创办的“利民纱厂”，百年工商文化与运
河文化、红色文化、名人文化、吴文化等资
源相结合，常州独一无二的民国风厂区
——天虹大明1921创意园集“吃、住、游、
购、娱”于一体，讲述运河故事，传播纺织
文明，为百年企业注入活力。

张謇生态颐生文博园充分发挥名人、
工业遗存及非遗文化资源价值，在工业老
厂和遗址的基础上改造升级，唤醒文化记
忆，激活业态再生，弘扬百年老厂的文化
和品牌价值，推动百年颐生工业文化的传
承与创新。

以工业情怀打造文旅融合典范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南钢工业文化
旅游区以科普教育、互动体验、文化交流、
生态展示为总体定位，全方位、多角度、立
体化地展示了人类钢铁工业发展历程。
梅钢工业文化旅游区在建设之初就确立

了“全域旅游”的建设思路，开创“厂区—
园区—城区”协同发展新模式，实现区域
资源有机整合、产业融合发展、社会共建
共享。

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文化工业旅游区
通过全流程展示汽车工业文化、打造数字
化展厅、工业文化研学融入社会实践教育
等途径打造智能化工业旅游形象。上汽
大众仪征智能制造工厂以汽车研学科普
互动体验打造特色产品，使游客有机会近
距离参观生产车间，不断增强客户体验。

日出东方清洁能源观光工厂是一个
融观光休闲、文化体验、智能制造、科普研
学为一体的综合性清洁能源工业旅游
区。隆力奇工业旅游小镇致力于发展良
性循环、可复制推广的“智能制造+工业
旅游”模式，推动企业转型升级。

非遗融合文旅，科技赋能创新

中国镇江醋文化博物馆运用现代
工艺焕发百年企业活力，利用文旅融合
实现工业旅游腾飞，打造园区特色IP形
象推广恒顺品牌。常熟市东方红木家
俱艺术馆以苏作红木产业为依托，让人
们在醇厚的苏式文化氛围中静享典雅
艺术乐章。

玉祁酒业工业旅游区打造以酒文化
为主线的工业旅游线路；今世缘旅游景区
全方位融入文化元素，弘扬工匠精神；扬
州青岛啤酒观光工厂发挥品牌影响力，积
极推动工业旅游业态的不断创新和多元
化发展；洋河酒厂工业旅游区明确“以旅
彰文，以旅扬名”的发展思路；双沟酒文化
旅游区为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旅游体验
和服务。

特色创意带来别样体验

在可口可乐玻璃瓶上DIY绘画是小
朋友的最爱，南京可口可乐观光工厂体验
性项目手工所用材料是从生产线上挑拣
下来的玻璃瓶，既体现了公司的环保理
念，也为观光工厂带来收益。在江苏羊乳
文化工业旅游区，家长们可以带着小朋友
亲身体验食品的制作过程。

同力糖果工业旅游区是江苏省内唯一集
糖果生产、研发、展示、体验于一体的糖果主
题旅游区。蜂奥工业旅游区打造出融京剧文
化和蜂蜜文化为一体的蜂文化创意产品。

地处省级湿地公园的太湖雪桑蚕文
化园，园内2000亩桑园是一个天然氧吧，
让游客在田园画卷中，穿越千年感受蚕桑
文化。中国水晶文化创意产业园依托东
海的特色水晶文化，构建水晶主题文化旅
游线路，形成品牌效应。

健康养生释放工业旅游“新动能”

建设吴门特色的中医药工业旅游文
化地标。李良济中医药健康旅游基地逐
步形成集中医医疗、养生保健、文化展示、
技艺展示、活动体验、产品销售六位一体
的中医药健康旅游品牌。

康缘现代中药健康产业园形成了听
一堂课、吃一餐饭、带一本书、走一段路、
购一份礼、做一次中药人的“六个一”系列
服务，丰富游客参观游览体验。扬子江药
业集团工业旅游区是一个集观光休闲、文
化体验、智能制造、科普研学于一体的综
合性中药文化工业旅游区。茅宝葛园利
用“小葛根”做“大文章”，释放工业旅游

“新动能”。 鲍晶 沈旅

巧做加法
“融”出工旅新活力

鲍晶

江苏是近代民族工商业的发祥地，拥有众多保
存完好、历史底蕴深厚的工业遗产；江苏又是工业
强省，先进制造业企业不胜枚举，发展工业旅游的
条件可谓得天独厚。

相对于传统景区的湖光山色，工业旅游给游客
带来了不一样的体验。游客可以通过工业遗存深
入了解、感受到民族企业的历史发展；工业旅游把
机械的现代工业生产流程提升为充满乐趣的旅游
体验过程，让游客在所见所得中感受工业魅力；工
业旅游由企业展示产品和生产实力演变而来，生产
过程的透明化会倒逼企业制造要更创新、更规范；
工业文化的内涵更是企业形象、企业精神和文化的
创意性表达。

近年来，江苏工业旅游方兴未艾，景点数量稳
步增加，但目前仍存在理念构建、资源开发、服务供
给等方面的不足，公众认知度、参与度也依然不
够。工业旅游只有巧做“加法”，算好“文化账”“经
济账”，才能实现高质量发展，迎来真正的春天。

工业旅游不是“工业”与“旅游”的简单叠加，而
是要有机融合，其中，文化就是起到催化作用的

“酶”。发挥文化引领功能，推动工业文明与旅游要
素形态深入融合，才能让人们有沉浸式体验、产生
情感共鸣。工业旅游景区一般位于厂址园区，带有
工业文明和城市文化的深刻印记。一方面，景区要
深入挖掘自身文化特色，营造鲜明醒目的IP形象，
以差异化打造自己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要运
用人工智能等更多创新手段，构建一个可观、可玩、
可学、可购、可娱的旅游生态体系，要善于将“旅游+
工业”串珠成链，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深度的旅游体
验，并由此形成一种全新的旅游模式和商业业态，
实现1+1>2的共赢效果。

工业旅游，它首先是旅游的一种形式，所以企
业要从旅游经营的思维去运作管理，要与旅游社、
与旅游市场进行对接，找到市场的兴奋点，如果按
照制造业企业的方式去管理，难免会碰壁。做好工
业旅游，就要走出“光游不买企业不愿意，流水线看
看游客不满意”的困境，在环境营造、提升功能的基
础上，可与红色游、乡村游、古镇游等有机结合。特
别是与旅行社建立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共同探索
和开创工业旅游资源整合甚至跨界融合的发展模
式，以推动工业旅游乃至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步入新发展阶段，在城市更新转型、产业结构
优化升级的背景下，大力推动工业旅游，使之进入
高质量发展的轨道，其时已至，其势已成。工业旅
游的蓬勃发展，还需要有更多的旅游企业去策划参
与其中，需要相关政策给予更多的引导扶持。相信
通过文旅融合创新赋能，促进江苏工业旅游企业转
型发展，将实现企业和文旅产业“双赢”，使工业旅
游成为提振经济、拉动消费、促进经济双循环的重
要推手。

近日，南钢工业文化旅游亮相第四届
大运河文化博览会，智慧、钢铁工艺、休
闲、综合、运动、红色等六个版块充分展示
了“大美南钢”，丰富的旅游资源刷新了人
们对钢铁企业的认识。

南钢是江苏省第一家钢铁厂，江苏省
第一炉铁水和钢水、第一支圆钢均在这里
诞生。南钢是传统重工业向绿色化、现代
化、科技化的转型代表，也是率先打破行
业过去的灰头土脸和脏乱差形象，向生态
钢厂、智慧钢厂、美丽钢厂的转型代表。
它不仅有悠久的工业文化，还有历史文
化、地域文化，楚霸王项羽渡江遗址就在
南钢生态湿地园。来这里旅游，会是怎样
的体验？

南钢工业文化旅游区“以自然山水为
摇篮、以绿色生态为脉络、以钢铁文化为
核心、以科技创新为动力”，设计了“红色
旅游、智慧旅游、钢铁工艺游”等六条主题
参观游线，先后投入超17亿元打造了滨
江生态湿地园、高炉下微马跑道、南京钢
铁博物馆、南钢党建陈列馆、霸王山纪念

馆、智慧中心、C2M智能工厂等20多个
具有时代特色和人文气息的旅游景点。
自 2018 年南钢创建省级工业旅游区以
来，已累计接待游客 6 万余人次。今年，
南钢还成为南京市发改委指定为中小学
暑假研学游唯一企业单位。

南京钢铁博物馆，是南钢工业旅游的
一大亮点。展厅里，通过实物、模型、图文
展板、视频影像、互动体验等，让游客了解
三千年的冶金史、二百年的钢铁工业史和
六十余年的企业发展史，既有对冶金知识
的普及、有对中国钢铁工业发展的历史介
绍，还有钢铁工艺流程展示。围绕钢铁文
化推出的一系列文创产品深受游客喜爱。

在钢铁工艺游览区，游客可以从数控
中心到炼钢平台全面学习炼钢生产流程，
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可在参观通廊亲眼
见证钢板轧制的火热场面，近距离体验大
国重器核心产品的生产，沉浸式体验现代
工业从“劳动密集”到“技术密集”、从“传
统制造”到“花园工厂”、从“制造”到“智
造”的蝶变。

同心园原是南钢水泵站，其中的九龙
湖是为南钢炼铁高炉生产供水的蓄水池，
公司对此进行改造提升后，建成了南钢党
建陈列馆，游客在此可参观南钢党建历
程，而后于九龙湖乘坐“同心号”画舫泛舟
湖面，还可以在园内观孔雀开屏，深度体
验南钢产城融合的转型实践。

南钢生态湿地园占地面积70万平方
米，园内绿树成荫，春有大片二月兰、秋有
连绵格桑花，许多游客慕名而来，临江观
赏长江沿岸工业景观，以巍巍炼铁高炉为
背景打卡拍照。

游览路线同时也是“红色课堂”“励志
课堂”，游客们在参观中了解并强烈感受
到南钢建设发展史中贯穿的钢铁报国、钢
铁强国的红色基因。南钢人始终坚守初
心和使命，砥砺前行。现已建成世界一流
的中厚板精品基地、特钢精品基地、复合
材料基地，中厚板产品全球领先。构筑了

“一体四元一链”大产业布局，形成了“绿
色、智慧、人文、高科技”四大高质量发展
新特征。2022年，南钢在全国企业500
强中位列141位，江苏省第6位，先后荣

获“全国质量奖”“全国五一劳动奖”“制造
业单项冠军”“国家级绿色工厂”等国家级
重要荣誉。“南钢工业文化旅游区”先后入
选南京市首批“红色旅游基地”“南京市党
史学习教育金基地”。

南钢坚持绿色发展，实现低碳引领。
围绕节能降碳、环境保护、产城共融，全面
推动转型发展，累计投入超100亿元用于
环保提升、超低排放改造和生态保护，打
造生态绿色标杆钢铁强企。秉承“善行利
他，共建美好生态”的生态观，未来南钢将
进一步加大投入，搭建“工+产+游”新型
综合旅游发展平台，实现工业旅游及相关
产业相融合，使南钢工业文化旅游区成为
江苏乃至全国工业文化旅游示范。

鲍晶

在中国白酒之都宿迁，独特的“酒+旅
游”工业旅游模式已成为一张靓丽的城市
名片。洋河、双沟两大国家4A级旅游景区
成为热门打卡地，许多慕名而来的游客在
趣味性、互动性的沉浸式体验中，了解白酒
的酿造工艺，感受博大精深的白酒历史文
化。

可观可感 沉浸式体验趣味足

“原以为工业旅游就是参观企业，没想
到这么有趣好玩！”国庆期间，刘先生在朋
友的推荐下带着家人第一次来洋河酒厂工
业游，很多不曾有的体验给他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

“要让每个刚到宿迁的客人就能感知
到，这里是一座全球闻名的酒都，要让酒都
浓厚的文化氛围‘看得见、摸得着’。”依托
两个国家4A级旅游景区，洋河股份将白酒
文化转化为独具特色的旅游形象和旅游产
品。在各个景点的打造上，洋河尤其注重
游客的体验感、互动性和趣味性。

“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在洋河酒

厂，有一口著名的美人泉，是全国罕见
的平原地带泉水，它是洋河良好生态
环境的集中体现：水体纯净、味道甘
洌、水位恒定，不论旱涝，常年都保持
一个水位。每一个来到美人泉的游
客，都会接一杯泉水品上一口，在体验

中感慨好水酿好酒。
来到洋河的游客，最期待的是测酒量，

想知道自己到底“几斤几两”。据洋河技术
人员介绍，“像做核酸一样简单”，只需要在
口腔内两腮处擦拭取样，放进特定的试管
内进行理化分析，便可以出具一份“饮酒基
因检测报告”，大致知道一个人的酒量。

这从侧面反映了洋河技术实力。洋河
先后建立了国家级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中
国轻工业白酒生物酿造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中国白酒健康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10
大世界一流研发平台，培育出一支拥有2名
国家评委专家组核心成员，39名国家级白
酒评委，78名省级品酒委员，1926名技术
类人员的“梦之队”，在六届全国品酒师大
赛中，五次蝉联冠军。

“没想到与酒有关的汉字这么多，可见
酒历史文化的深远”。在酒史馆，游客们争
相体验“闻香识酒”“解酉说酒”，连呼“涨知
识”。洋河的工业旅游，文化与旅游相伴相
生，旅游因文化更富魅力和趣味性，文化因
旅游更具有活力、传播力。

酒旅融合 赋能发展谱新韵

依托厚重的历史底蕴，洋河酒厂从上
世纪90年代末就开发了洋河酒文化特色旅
游。经过不断的探索和发展，如今的洋河，
形成了厂景融合的完美格局。在这里，酒
地标、酒公园、酒园林、酒庄园、老酒坊、老
酒庄……美酒美景相得益彰，酒文化、工业
生产和旅游完美融合。

今年以来，洋河更是“跨界”成立江苏
洋河文化旅游运营有限公司，被业内视为
探索酒文化内涵的新典范。“讲好白酒故
事，游客是最好的传播者”，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酒旅融合让消费者深刻感受酒的
魅力和当代的风土人情，酒旅融合也为酒
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以美酒彰显
旅游特色，以旅游为酒业赋能，实现互相促
进、多方共赢的良性循环。

酒旅融合，融出“乡村振兴”新路子。
一个规划面积200多亩的“拉萨朗热酒村”
即将在青藏高原拔地而起。2021年9月，
洋河正式启动拉萨朗热酒村项目建设，这
既是一个援藏重大产业项目，更是洋河股
份践行“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重要举措。

在洋河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双沟酒
业董事长张联东看来，酒文融合、酒旅融
合，不仅进一步丰富白酒的内涵和价值，也
十分符合“乡村振兴”的国家战略，能更好

地带动区域经济和产业多元化发展，带动
富民惠民，推进乡村振兴。

如今，每年30万人来到洋河、双沟景
区，体验飘着酒香、透着酒韵、淌着酒味的
酒都名城魅力，工业旅游所创造的经济效
益、生态价值正日益显现。“时代的洋河，梦
想的洋河”正全力绘就乡村全面振兴的壮
美画卷，拓展出酒旅融合的发展新格局。

王小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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