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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笪伟 刘淼）四月的焦山，春和景明，气候宜
人，山水相映，绿树成荫。4月 8日上午，一场书法爱好
者交流的盛会、名城镇江文化界的盛事在镇江焦山碑刻
博物馆“瘗鹤铭”厅举行——“2023打卡《瘗鹤铭》”系列
活动拉开帷幕。

活动中，市文广旅局党委书记、局长陆艳华发布
“2023打卡《瘗鹤铭》”系列活动清单：“我为《瘗鹤铭》写
一句宣传语”活动、“打卡《瘗鹤铭》研学基地揭牌”活动、

“打卡《瘗鹤铭》亲子碑刻拓印体验”活动、“打卡《瘗鹤
铭》临摹书法作品大赛”、“打卡《瘗鹤铭》优秀导游词解
说大赛”、“打卡《瘗鹤铭》文创产品征集”活动、“随文化
名人观《瘗鹤铭》游碑林”活动等。

陆艳华表示，期待以此次活动为契机，塑造独具特
色的《瘗鹤铭》文旅品牌，将《瘗鹤铭》打造成为国内外知
名的旅游打卡地，吸引更多书法爱好者、海内外游客来
镇江参观、研学、旅游。

镇江报业传媒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徐红军
介绍了集团“创意写作 全城接力”活动情况，并宣布“我
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获奖名单。徐红军说，焦山
碑林是镇江文化的一张靓丽名片，《瘗鹤铭》更是这张靓
丽名片中的“明星”，作为“2023打卡《瘗鹤铭》”系列活动
重要组成部分和先期活动，“创意写作 全城接力”——

“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活动，由镇报集团和市文
广旅局、镇江焦山碑刻博物馆共同策划举办。创意写作
活动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内容生产传播，拉近
媒体与受众的距离，增进用户和文化的情感，使内容生
产更加适应时代要求，更加契合受众需求。通过确定写
作主题，搭建创作平台，在线众筹内容，滚动传播作品，
组织投票评奖，形成报网端微屏圈联动，全民参与、全程
接力、全员转发的现象级传播效果，受到国内外书法爱
好者的广泛关注和热情参与。

活动现场为“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活动获
奖者颁奖。获奖代表孙建平在发言中说，他参与了所有
八季的主题写作，学习了所有的入围作品，看到了活动
所有参与者的积极努力，他们提供的大量作品为书香镇
江添彩，也为讲好镇江好故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

著名书法家、省书法院副院长、两
届中国书法最高奖兰亭奖获得者宇文
家林现场临摹《瘗鹤铭》并讲解“大字之
祖”的书法艺术特点。现场嘉宾为宇文
家林现场临摹的《瘗鹤铭》作品共同签
章，并正式启动“2023打卡《瘗鹤铭》系
列活动”。

随后，著名文艺评论家、书法家，省
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中国书法最高
奖兰亭奖获得者衡正安为大家解读了

《瘗鹤铭》文化故事，以及在书法史上的
地位和影响。

本报讯（笪伟 刘淼）4 月 8 日，“创意写作 全城接
力”——“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活动获奖名单揭
晓。最终评选出最佳宣传语1件，优秀宣传语10件和鼓
励奖作品20件。

其中，最佳宣传语：千古之谜《瘗鹤铭》，大字之祖名
天下！作者：蔡永祥；优秀宣传语获奖者：成吉民、明月
霞光、陈炳林、傅岭、叶馨、莲叶下的浮萍、净然、孙建平、
荷塘边的榕树、点点；鼓励奖作者：周序维、东聿、平凡的
世界、潘熔生、碧海蓝天、柴复、一休哥、唐良、天马行空、
哈哈、一览众山小、天少、一口笑（束玉华）、汪邵青、李荣
平、Sunny、海纳百川、果泉、左老师、戴可冉。

据了解，活动期间共收到在线接龙作品、电子邮件
投稿和纸质来稿共700多条，其中一个微信创作群在线
接龙达200多条。经过筛选编辑，在“今日镇江”客户端
和中山东路4号公众号发布60批作品共616条，评审组
投票推出100条进行网络投票。网络投票非常活跃，截
至 4 月 7 日下午 6 时，累计票数 66.88 万，累计访问量
36.66万人次，创下历次活动参与人数新高。

“我为《瘗鹤铭》写一句宣传语”
获奖名单揭晓

笪伟 陈伟华

“一村一特色，一地一景观”。近年来，我市精
准实施标准化建设指导，全市乡村旅游呈现出“资
源利用有效、融合发展有力、产业项目有品”的蓬
勃发展态势。近日，江苏乡村旅游业态创新示范产
品和示范项目征集评选结果出炉，全省共入选107
项创新示范产品和项目，镇江市申报的“丹徒卫星
村‘民族风情’乡土休闲产品”“句容宝华镇三十六
季诗意栖居度假产品”等 6项入选创新示范产品，

“丹阳‘九里老街芳华再现’乡旅项目”等 3项入选
创新示范项目，充分彰显了镇江乡村旅游发展的
蓬勃生机。

做好资源文章，突出乡土底色

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镇江拥有“两山两水
六分田”的自然禀赋、人文资源富集的文化底蕴。良
好的生态环境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依托。
丹徒区江心洲五套村，始终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全村没有任何工业经济，以江滩湿
地、银杏大道等特色江岛资源为底色，用生态绿绘
就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新蓝图。句容市天王镇白
沙村，着力探索生态创新之路，摸索出一套以培育
生物多样性、修复农田生态系统为主要手段的生态
农业新技术，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名村，“越光”有机
稻米等绿色农副产品深受市民游客喜爱。

丰富的人文资源是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有
力抓手。句容市茅山景区管委会陈庄村，以新四军
医疗所、修械所等红色遗址遗迹的修复与保护为
契机，修建了数十公里的彩色福道，实施了星级旅
游厕所、共享生态厨房、望山慢巷、村史馆等文旅
项目，并将遗址保护区、自然农法生态农场、乡村
民宿、森林抚育、农林种植等乡村振兴点，连点成
线、连线为面，既保护了红色资源和生态资源，展
现了乡土底色，又改善了人居环境，构建起红色乡
村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格局。

做强融合文章，突显发展特色

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既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标
志和主要成果，也是助推乡村振兴的有效载体和
特色展示。镇江坚持农文旅深度融合，走出一条乡
村旅游特色发展之路。

坚持文化传承，开辟文旅“新路径”。卫星民族
村地处丹徒区世业镇西南，是镇江市三个民族村

之一。以“民族”品牌为核心要素，在村庄空间布局
上，将传统民族元素有机融入村庄建设中，加强对
街头巷尾、景观大道以及少数民族建筑环境改造，
合理改善传统民族文化设施，打造成民族特色文
化风情村；在村庄重要节点处，建设了民族非遗文
化展示馆、民族产品展示厅、民族主题教育馆等特
色场馆，开展“民族服饰体验”“民族草药园”“民族
技艺课堂”等互动体验式活动，将民族文化融入旅
游、融进研学，用民族风韵助推乡村经济发展。

坚持品牌建设，打造文旅“新名片”。位于香草
河畔的丹阳市延陵镇九里村具有 2500多年历史，
底蕴深厚。近年来，九里村高标准实施国家级传统
村落、省级历史文化名村等品牌工程，恢复了九里
的东西老街，新增了百亩粉黛花草和树木观赏区，
开辟了露营、烧烤等现代旅游业态，举办了风筝
节、菊花展等特色文旅节庆活动。此外，采取线上
直播等新媒体营销策略，引来了线上关注流量，带
来了线下打卡热潮。古韵新风交相辉映，风景变成

“前景”，老街焕发新生。

做实产业文章，彰显振兴本色

对标游客需求，精准设计，把“风景”变成“产
业”，把“文化”变成“资产”，不断释放乡村旅游温
度，扮靓振兴风景。

专注美食产业，打造文旅“新特色”。近年来，
丹徒区宝堰镇宝堰村致力打造“寻味至宝堰”美食
品牌，以宝堰文化美食为核心，推动餐饮业、娱乐
业、旅游业等跨界融合、多元发展。推进大成渔业
二期、万科高效农业等高品质高效益农业项目，实
施“水八鲜”“宝堰面”等数十种地产美食的品牌化
建设，以“推介宝堰美食文化+组织游客下乡体验”
的城乡联动模式，连续举办五届美食节，扩大了宝
堰美食影响力，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推动乡村
振兴的特色名片。

坚持 IP强化，绘就文旅“新画卷”。句容丁庄村
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全国闻名的葡萄产业村。
近年来，丁庄村坚持强化葡萄文化 IP，紧扣“乡土
风情、乡村风格、生态特色”主题，大力推进美丽乡
村建设；创新“合作联社+公司”组织管理模式，组
织专业团队操盘运营、开发和品牌推广；实行“品
种育苗、技术指导、生产资料、质量标准、品牌销
售”等五个“统一”管理，实现从“卖葡萄”跨入“卖
标准”“卖品牌”的转变；打造葡萄相关新业态旅游
产品，使得丁庄村由葡萄种植园区逐渐转变为休
闲旅游景区，用葡萄 IP绘就了乡村振兴美丽画卷。

做好三篇文章

全市乡村旅游呈蓬勃发展态势

书法爱好者的盛会 名城镇江的盛事

“打卡《瘗鹤铭》”系列活动启动
4 月 8 日，由米芾书法公园

举办的“牡丹花节”在长山牡丹
园开幕。120多个品种的3万多
株牡丹漫山遍野争相盛开，引来
众多市民赏花、打卡。
李斌 王长江 高玲 摄影报道

■ 新闻链接

扫一扫，去活动现场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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