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5日晚，古黄河畔一场别开生面
的华服秀在万众瞩目中拉开序幕。丝竹
之声响起，演员们身着历代服饰，头戴饰
品，妆造精美，徐徐登场……作为宿迁第
二届市民文化艺术季的前奏，本场华服秀
为现场观众奉上了精彩视觉盛宴。

“宿迁为什么吸引这么多人落地生
根？”新宿迁人张雷自问自答，“或许是大
街小巷中流动的文化血脉，又或许是市井
巷陌中升腾的人间烟火，更或许是城市公
共文化服务效能的持续提升。”

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我市积极响应国
家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号
召，将推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
等化作为提升民生福祉、促进文化繁荣的
重要抓手，致力于让文化之光温暖每一个
角落，照亮群众的精神世界，一幅幅文化
惠民、文化乐民的生动画卷正徐徐展开。

近3年来，宿迁在文化建设领域成果
丰硕，不仅成功建成了33个省级“最美公
共文化空间”，还涌现出41个省级“优秀群
文团队”，这些成果如同璀璨星辰，点亮了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宿迁致力于将公
共文化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的“最后一公
里”，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让文化之花在
基层绚丽绽放。

在文化活动方面，我市不断创新群
众文化载体，确保每年开展的文化惠民
活动不少于 2000 场，这些活动如春风化
雨，惠及基层群众百万余人次。其中，乡
村书场的建设尤为亮眼，截至目前，已建
成 141 个乡村书场，每年举办的演出活
动超过 1000 场次，成为乡村文化振兴的
重要阵地。

去年以来，宿迁更是创新性地举办了
市民文化艺术季，围绕舞蹈、K歌、少儿乐

器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精心策划
了四大类16项赛事活动。这一盛事吸引
了超过10万人次的现场参与，线上关注流
量更是突破百万人次，充分展现了人民群
众对文化活动的热情与渴望。这一系列
文化惠民举措，让人民群众在享受文化盛
宴的同时，收获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宿迁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
人说：“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在资源融合、
空间融合、产品融合、市场融合上下功夫，
全面深化文旅融合发展，努力把宿迁打造
成为一个‘人人都想来，来了不想走，走了
还想来’的旅游目的地。”

伴随着文旅深度融合，宿迁文旅产业
在发展中起步、探索中前行、调整中提升，
宿迁如今正成为越来越多游客的“诗和远
方”。宿迁，正以她独特的魅力，书写着文
旅产业发展的新篇章。

唱响文旅“四季歌”

让旅游“遍地生花”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流光溢彩的宿迁
变得美轮美奂。徜徉在古香古色的新盛街，
游客们可以一边欣赏夜色下的财神庙，一边
品尝宿迁特色美食。

“我们注重文化和旅游融合，打造了丰
富的夜间文化场景。近来，每晚都会有专业
表演者为游客带来精彩的演出。此外，新盛
街内的福星剧场定期为市民带来传统的舞
蹈、戏曲等表演。”宿迁新盛街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市场营运部工作人员说。

苏北大鼓传承人牛崇祥在福星剧场一
曲唱罢激动不已，他说：“在宿迁这片历史悠
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土地上，文艺创作正以
前所未有的活力与创造力，绽放出璀璨的光
芒。尤为可喜的是，一批年轻的优秀曲艺演
员在宿迁这片沃土上迅速成长，他们不仅技
艺精湛，更满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热爱
与敬畏，将地方戏曲带上了央视舞台，让全
国观众领略到了宿迁曲艺的独特魅力。这
一批新生力量的崛起，为宿迁曲艺的传承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确保了宿迁曲
艺艺术后继有人，薪火相传。”

近年来，宿迁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创作导向，深入挖掘地域文化资源，精心
培育具有宿迁特色、宿迁气派、宿迁风格的
艺术品牌，推动文艺精品佳作不断涌现，为
人民群众奉献了一场场精神文化盛宴。

宿迁的舞台艺术领域，以柳琴戏、淮海
戏、泗州戏、苏北琴书、苏北大鼓等地方戏种
为基石，构建起丰富多元的艺术生态。每
年，约有100部优秀文艺作品在这里诞生。
苏北琴书《烽火情》荣获中国曲艺界最高荣
誉——“牡丹奖”表演奖，实现了国家级奖项
零的突破。这一里程碑式的成就，是对作品
艺术价值的肯定，更是对宿迁文艺工作者不
懈努力与创新的认可，标志着宿迁曲艺艺术
在全国舞台上的华丽绽放。此外，近年来，
宿迁在文艺创作上屡获佳绩，全省范围内荣
获文华奖17项、省“五个一工程”奖3项、省

“五星工程”奖16项，这一系列奖项的获得，

见证了宿迁文艺事业的蓬勃发展。
为进一步激发文艺创作的热情与活力，

宿迁还创新性地设立了“宿迁群英奖”“宿迁
戏剧文学奖”等文艺奖项，旨在表彰和奖励
在文艺创作和表演中取得突出成绩的艺术
家和作品。这些奖项的设立，不仅为文艺工
作者提供了展示才华的平台，也营造了良好
的艺术创作氛围，推动了宿迁文艺事业的持
续繁荣与发展。

宿迁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人文资源，
形成了“项王故里 中国酒都 水润之城”三
张城市名片。为推进美食、民宿、非遗、曲艺
的发展，宿迁聚力打造了“宿寻千味”“宿享
千宿”“宿秀千技”“宿赏千戏”矩阵，四大品
牌多点开花、连点成线、以点带面，合力打通
区域公用品牌转化通道，擦亮特色文化“名
片”，激活文旅发展“引擎”。现如今，宿迁的
美食、民宿、非遗和戏曲有了自己的品牌名
称，进一步推动了宿迁文旅产业的发展和升
级，助力文旅出彩、出圈。

千年古城添新韵，现代宿迁正青春。
走进宿迁，抬头仰望鳞次栉比的现代建
筑，伸手触摸古色古香的文保遗存，一新
一旧间，古今建筑交相辉映，历史与现代
完美交织。

近年来，宿迁以创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为引领，扎实开展古城保护修缮开发利
用工作，让现代文明与历史传统相得益彰，
让千年古城焕发新的青春。

“最近，宿迁市博物馆集中展出宿迁近
年来出土的金、银、玉饰品20余件。目的
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宿迁的文化历史，从文
物中感悟文化力量、增强文化自信。”宿迁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杨雯博介绍，近年来，通
过大力建设宿迁市博物馆、民俗博物馆等，
让文物“发声”，让历史“说话”，真正让文化

遗产走进民众视野、融入现代生活、实现保
护成果人人共享。

据了解，宿迁市已构建起完善的三级
文物保护名录体系，全市范围内现有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267处，其中，7处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与13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不仅见证了宿迁悠久的历史，更承载着厚
重的文化底蕴。尤为值得一提的是，中运
河宿迁段42公里河道与皂河龙王庙行宫
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不仅提升了
宿迁的国际知名度，更彰显了宿迁在全球
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

宿迁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的获批
成立，标志着宿迁结束了没有专业考古机
构的历史，为文化遗产的发掘、研究与保护
注入了强劲动力。这一重要举措不仅提升

了宿迁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专业水平和
能力，更为深入挖掘和传承宿迁的历史文
化提供了坚实支撑。

今年，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苏北考古工
作站落户宿迁，促进宿迁考古专业力量和
水平全面提升。同时，我市还完成《宿迁市
大运河文化遗产保护条例》立法，为大运河
文化遗产保护利用提供法治保障。

在“保护第一”的原则指引下，宿迁市
正以实际行动书写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新
篇章。通过构建三级名录体系、精准划定

“两线”、设立专业考古机构及财政专项资
金支持等多措并举，宿迁正让沉睡的历史
文化遗产“活”起来，为城市的发展注入源
源不断的文化动力，让文化之树在宿迁这
片热土上根深叶茂、繁花似锦。

以文旅以文旅““出彩出彩””推动城市推动城市““出圈出圈””
““宿迁文旅宿迁文旅22..00””版本来临版本来临

近年来，宿迁的传统景区积极进行创
新升级，通过引入现代科技和文化元素，焕
发出不一样的精彩。

8月31日上午10点，在项王故里景区
门外，等候入园的游客已排起长龙。手植槐
旁更是游人如织，在项王故里景区感受这座
千年古城的人文底蕴，已成为不少游客的优
先选项。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该景区暑期特别推出了背诵两段《史记·
项羽本纪》免票进景区活动。这一活动不仅
能让游客们切身感受到项羽故乡的独特魅
力，还能在游玩中增长知识、陶冶情操，吸引
了众多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感兴趣的游客。

随着几场秋雨降临，骆马湖水源更加
充足，漫步于湖畔，景色迷人。今年暑期，骆
马湖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在原有自然风光基
础上，推出了更多特色夜游项目。

要说宿迁夜色的绝对顶流，那肯定是
皂河龙运城景区的灯光秀。最近，皂河龙运
城景区推出“月圆中秋·奇幻国风节”系列活
动，受到游客的青睐。这不仅展示了宿迁作
为现代化都市的魅力，也通过光影的变化展
现了城市的灵动。

此外，骆马湖欢乐世界、牛角村欢乐田
园度假区等现代娱乐项目的建成，则为家庭
出游提供了多元化的选择，让欢笑与刺激并
存。苏州街的江南水乡风情、骆马湖海洋馆
的神秘海底世界、柳山湖的静谧湖光山色，
无一不展示着宿迁旅游产品的多样性和高
品质。

在宿迁这片充满生机活力的土地上，
近3年来，旅游产业如同雨后春笋般蓬勃发
展，不仅实现了数量的快速增长，更在质量
上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全市新建（建成）的
110个文旅项目，犹如一颗颗璀璨的明珠，
镶嵌在宿迁的绿水青山之间，总投资额高达
330亿元，这一数字不仅彰显了宿迁对文旅
产业发展的决心与力度，更预示着宿迁旅游
新时代的到来。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宿迁在品牌创建
上也取得了显著成效，三大“国字招牌”（洪
泽湖湿地景区创成国家5A级旅游景区、骆
马湖旅游度假区创成国家级旅游度假区、洋
河酒厂文化旅游区创成国家级工业旅游示
范基地）的获得，更是为宿迁旅游增添了无
限光彩。其中，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和国家级
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均系苏北唯一。

宿迁文旅项目建设的步伐并未停歇。
宿迁森迪野生动物园、骆马湖钟吾游乐城、
朱海康养旅游度假区二期、牛角村欢乐田园
度假区二期等重点文旅项目正紧锣密鼓地
推进中，这些项目的建成，将进一步丰富宿
迁的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旅游市场竞争力。
同时，宿迁也在持续优化A级景区布局，目
前全市共有A级旅游景区52个，总数位居
全省前列。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宿迁旅游人
不懈努力的结果，也是宿迁旅游产业高质量
发展的有力证明。

擦亮城市名片 让文物“活”起来

讲好宿迁故事 让文旅融合更有“戏”

提升民生福祉 让城市处处皆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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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心 为 民 守 初 心一 心 为 民 守 初 心

文旅新场景新体验不断涌现，宿迁城市知名度和文化影响力频频“出圈”。文旅
新时代，走进宿迁，湖光诗韵、游人如织，琴书袅袅、戏曲悠悠，这座拥有历史底蕴和人
文魅力的城市正焕发出古典与现代的双重光芒。

近年来，宿迁市委、市政府坚持高位谋划推动，相继推出了若干旅游惠民举措，全
市文旅产业在政策与市场的双重利好下迎来了爆发式增长，2023年，全市累计接待国
内外游客3673.3万人次，同比增长116.9%；旅游收入386.61亿元，同比增长111.7%，争
取省文化和旅游发展专项资金865万元、省级旅游产业发展基金5900万元，帮助全市
11个重点文旅项目实现融资5.3亿元，各项指标数额、增速均位居全省前列。

如今的宿迁，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魅力，进入“宿迁文旅2.0”版本新阶段。这
火热的文旅市场背后，是宿迁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