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暑假体验有价值、有意义
的文化生活，应该是素质教育
不可缺少的环节。培养学
生认识暑期文化生活的

重要性，引导学生过自
己想要的有价值的暑

期文化生活，文化交流活动必
不可少。

记者了解到，假期里，我市一
些文化场馆、红色场馆，部分高校都
开展了形式多样的文化交流活动。这
些活动，有的在本市举行，有的跨城联
动，还有的国际接轨。不仅突出了文化特
色，也让更多人了解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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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急着喝进嘴，
靓汤尤需老火慢炖

□ 华 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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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广东人喜欢喝汤，就如当地俗语“宁可食
无菜，不可食无汤”。而广东人的汤，尤重一个特色，即老
火靓汤。所谓老火，是指炖或煲汤的时间最少要在一小
时以上，把各种汤料的味道彻底混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
美味。慢火煲煮的老火靓汤，火候足，时间长，熬出来的
汤，汤底浓，味道美，既取药补之效，又取入口之甘甜。

突然想起广东人的汤，源于一则貌似并不相干的文
章。智纲智库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世界级文旅项目持
续盈利的逻辑》，讲的是在洛杉矶环球影城的感受感想。
逻辑且不多说，文章中有两句话，颇能引发我们思考，其
一是“文化项目它不是以短见长，是以长见短”，其二为很
多地方“文化IP还处于资源故事的阶段”。

之所以由这篇文章想到了广东人的汤，中间还有一
座“桥”。智纲智库创办人、著名战略咨询专家王志纲曾
经有一个比喻：文旅思维和地产思维不同，地产更像“卖
猪仔”，追求三五年就变现，不管是烤乳猪卖猪仔、还是卖
架子猪、卖母猪、卖肥猪等，都无所谓的，只要有好价钱就
可以卖掉；文旅则是“养闺女”，得养到十七八岁，琴棋书
画，秀外慧中，吹拉弹唱，最后是不计工本的。想一想，这

“养闺女”与广东人的老火靓汤，在发展规律上，说的不就
是一回事吗？

应该说，文化产业或曰文旅产业，正是当前地方经济
发展的一个偌大风口。而作为地大物博、历史悠久的中
国，也有太多的地方拥有各式各样的文化IP，即资源故
事。就如广东人的汤，其丰富的汤料，既有鸡鸭鱼肉和各
式海鲜，还会搭配不同中草药材，养胃的、祛湿的、下火
的、排毒的、益气的、补血的……

但正如许多地方感叹：为什么我们这里的文化产业、
文旅项目就是发展不起来？或许，大家都忽略了，广式靓
汤其要诀，汤料重要，但老火慢炖才是关键。这是一个功
夫活儿。就像发展文化产业、搞文旅项目，正起的风口没
错，但已然是竞争的红海。也所以，把老祖宗留下的东西
翻出来，抖抖灰尘、吆喝一番，就想能重新赢得今人的青
睐，已然不可能；在旧有的发展模式、产业架构上根据现
代服务业特点需求，扑点儿粉、补点儿妆，就意图后发崛
起，同样不现实。

有一个现实的对比。在西游IP开发上，天然拥有最
具符号色彩和辨识度资源的连云港，依然不温不火；只靠
吴承恩的籍贯与西游记资源扯上关系、沾点边的淮安，其
西游乐园的火爆，却成为近年来省内文化产业发展的最
成功案例之一，更带动一系列后续城市发展亮点。由《旅
游界》杂志主办的2021年度“金冠奖”评选，淮安西游乐
园一举斩获“杰出主题乐园（陆地）”“最具人气乐园/景
区”“杰出新乐园”“游乐行业杰出新人奖”四项大奖。

而淮安人“炖”西游记这碗汤，其时间之长、功夫之
深，《新华日报》的一则报道可见一斑。2014年7月31日
的《新华日报》，报道了“淮安将建西游记游乐园”。文中
的一些话，足见其“老火慢炖”，比如：“经过多轮研讨论
证，2013年10月底，淮安市决定启动西游记文化产业园
项目，组建淮安西游集团具体实施。”“邀请南大规划院和
北京巅峰智业编制了西游记文化产业园控规和文旅新区
旅游规划，形成了初步方案。”“作为西游记文化体验园的
核心，西游乐园项目先后邀请了国内3家、国外2家设计
团队进行创意策划，最终选定迪士尼的设计团队美国F+
S公司的概念方案。”“围绕西游记文化、乐园形象、服务
品质和优质体验四位一体进行品牌塑造，邀请了中国雕
塑院院长吴为山创作了西游乐园主题雕塑、中国著名表
演艺术家六小龄童担任乐园形象大使、江苏省品牌策略
研究中心为乐园创作西游乐园 logo 和园区形象识别系
统。”即使如此，这“老火炖汤”还是历经了8年时光，直到
2021年7月西游乐园才正式开园……

于是，想起旅游营销策划专家邹德祥文章《拈花湾，
没有“抄袭”的原创经典！》中的一段话：放眼文旅行业，哀
鸿遍野的“僵尸项目”，无果而终的“半拉子工程”，徒有虚
名的“网红景区”，看起来很“美”，活起来却很苦涩。还是
在辩证的思考中找答案，中国文旅业“病了”！这个病，是
急功近利思维下的行业之痛。这个病，是盲目跟风风浪
下的急躁冒进。这个病，是人云亦云语境下的不知所
向。这个病，是创新乏力现实下的力不从心……

所以，煲汤，别急着喝进嘴，靓汤尤需老火慢炖！

红色文化 振奋人心

日前，茅山新四军纪念馆、丹阳总
前委旧址纪念馆等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迎来了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
旅游学院“镰锤之声”党史学习教育
团。教育团成员通过访谈红色人物、
重走红色足迹、追溯红色记忆、感悟红
色文化等方式追寻党的足迹，传续党
的声音。

“我们当时从银川调去朝鲜参加
抗美援朝战争的时候，志愿军和美军
正处于边谈判边打仗的阶段。这谈判
不是轻易来的，是打出来！逼出来
的！”在市军休二所，抗战老兵蔡洪亮
老人正和教育团成员分享他的抗美援
朝故事。

老人今年 90岁高龄。在抗美援
朝战场上的一次运输工作中，蔡洪亮

所乘坐的运输车遭遇了美军的疯狂扫
射，车辆侧翻入河，他也不幸身负重
伤。但在养伤过程中，蔡洪亮多次向
上级写信，争取早日回归战场，奉献自
我。这种不畏艰险、英勇斗争的精神
让在座的成员无比动容。

除了与老兵座谈，了解到他们的
英勇事迹和感人故事外，成员们还走
进韦岗抗战纪念馆、市烈士陵园等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深入了解革命文化
与革命精神，学习老一辈革命家的爱
国主义思想，进一步提高文化自信。

江苏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
院党委副书记叶慧说：“今后教育团还
将持之以恒推进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
长效化，引导青年学生学史明理、学史
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暑假里的暑假里的
文化交流丰富多彩文化交流丰富多彩

历史文化 感受魅力

近日，在镇江博物馆社教老师的带
领下，参与“考古研学营”的 15名青少年
走进镇江铁瓮城考古现场。炎炎夏日，
也无法阻挡他们的欢快与热情。镇江博
物馆考古部专家耐心地为青少年讲述铁
瓮城遗址的发掘过程，并示范了洛阳铲
的使用方法。在模拟考古发掘环节，青
少年享受到了探索发现古代文明的乐
趣，深刻认识到文物保护的重要性。

挖掘出的碎片是如何还原成文物
的？文物修复过程中要如何克服急躁的
心情？对于残缺的文物又是如何补全
的？带着意犹未尽的兴奋，青少年们参
观了镇江博物馆文物修复室。

在这里，青少年们倾听文物修复师
介绍文物修复的过程，近距离观看了修
复师现场如何用一双灵巧的手仔细地还
原文物本来的面貌。同时，在修复师的
指导下，青少年在现场体验分组合作，亲
自动手体验修复一只瓷碗。过程虽然略
为繁琐，参与者们却认真而细致，遇到问
题时争先恐后地向修复师寻求帮助。沉

浸式体验中青少年的动手能力、解决问
题的能力、团队协作的能力获得了极大
地提高。

活动中，镇江博物馆充分发挥自身
在陈展、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资源优势，将
博物馆以“物”为基础的教育扩展到文化
遗迹层面，旨在拓展博物馆公共文化服
务范围，培养中小学生的科学素养与人
文精神，从多角度、多方面对中小学生的
历史教育进行补充，也进一步增强青少
年对地方文化的认同感。

国际文化 展示风采

在 8 月下旬举办的
“2022中国-东盟教育交
流周”上，江苏大学作为
联盟中方理事长单位主
办了第四届中泰高等教
育合作论坛。

今年是交流周举办
十五周年，15 年来，中
国-东盟教育交流周取
得了丰硕成果，为深化
中国-东盟战略伙伴关
系、助力“一带一路”建
设发挥了积极作用。交
流周已成为高层次、高质量、高水平推动
与东盟交流合作的名片。

在教育领域，交流周已经发展为中
国-东盟机制化程度最高、辐射影响

力最大、务实合作成果最多的
平台。江苏大学也是多次参

加活动，参与多个教育合
作发展项目，深化了中国
和东盟及“一带一路”国
家在高等教育、职业教
育、基础教育等方面的
交流合作。

今年 7 月，江苏大
学还承办了国家留学基
金委项目 2022 年“感知

中国——低碳镇江”留学
生社会实践和文化体验活动

成功举办，来自巴基斯坦、加纳、
尼日利亚、津巴布韦和墨西哥等 15

个国家的44名来华留学生参加活动。
活动中，留学生们收听了《低碳创新

与美丽中国建设路径》《气候变化与城市
韧性：能源与碳排放视角》讲座，热切讨
论了中国在积极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进
程中展示的负责任大国形象。之后，前
往北汽麦格纳镇江公司，充分感受了新
能源汽车的魅力；参观了扬中市滨江零
碳公园及威环太 30MW渔光一体发电项
目，感受随处可见的新能源使用智慧。

留学生们还前往中国古代传说《天
仙配》中董永的故乡丹徒槐荫村，感受传
统文化韵味。在赛珍珠纪念馆，留学生
了解了赛珍珠的生平，重温了她对促进
中外文化交流的贡献。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谢谢 勇勇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倪赫凡倪赫凡 吴吴 颖颖

海洋文化 开拓视野

前不久，江苏科技大学外国语学
院“海丝海思”志愿服务队前往南京牛
首山“郑和文化园”，参加由南京郑和
研究会组织的中国航海日纪念活动，
活动吸引了众多热爱海洋文化的社会
人士参与。

活动由南京郑和研究会海丝文化
保护志愿者分会会长俞哲骜主持。活
动之处，俞哲骜与两位志愿者诵读了
郑和下西洋船队的副使洪保的寿藏
铭，之后，回顾了郑和及其船队七下西
洋，传播中国文化、开展和平外交的辉
煌成就。

随后，郑和后裔第二十世孙郑宽
涛为大家讲解郑和墓史料陈列馆内的
众多馆藏珍品。据悉，郑和去世后葬

在牛首山南麓，他的墓冢
便在如今的牛首山郑
和文化园内。2016
年3月，国家文物
局明确将南京
列入海上丝绸
之路的申遗城
市名单，并确
定郑和墓等 4
处海上丝绸之
路南京史迹作
为首批申遗点。
看着青石砌成的马
蹄形墓园，大家初步
领略到古代航海伟人的
不凡气概。

“整个墓形是回字形，墓前有 4组平
台，每组有 7级台阶，共 28级，寓意郑和

七次下西洋，历时 28年，遍访 40多个
国家和地区……”在郑和史料陈列

馆里，大家通过郑宽涛细致地讲
解和场馆展示的图文资料，较为

详细地了解了郑和的生平和航
海途中发生的种种故事，从
中感受到不畏困难、勇于探索

和发现的精神。全体人员对这

位伟大航海先驱、文明使者产生了浓重
的敬仰。

活动中，江科大“海丝海思”志愿服
务队充分发挥自己的专业优势与特长，
结合著名的“郑和航海图”，为前来参观
的游览者生动讲述了郑和七下西洋航行
途中所经过的海外诸国的风土人情和文
化故事。团队成员帮助游客阅读展馆中
的英文讲解词，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发
扬郑和精神、传播中华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