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版 2023年5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解列 美编/李鸳 校对/邱舒 特别报道

空中俯瞰，从“我自悠然”的匡庐奇
秀到斜阳晚照的鄱湖渔歌，从文脉流转
的浔阳江头到融景于城的绿地公园，从
历史悠久的西汉古城到飞速发展的现
代新城……九江一城好景如同一盘好
棋，布局在赣北江南。

九江的美，在千古文人的吟唱挥
毫里。

如果你在春天里来到九江，可以在
山南飞瀑听一曲“飞流直下三千尺”的
畅意欢歌，在千年古刹静思“只缘身在
此山中”的禅意哲思；漫步长江之滨看
一场“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
生”的浪漫光影秀……

许多人认识九江，是从古典诗词开
始的。陶渊明的《饮酒》、李白的《望庐山

瀑布》、白居易的《琵琶行》……历代文
人骚客抒情写意，构建起诗文“大观
园”。九江，在中国文学史上添画了浓墨
重彩的一笔。

公开资料显示，九江有各级文物保
护单位522处，一般不可移动文物2369
处；历代有1500余位诗人在这里赋诗作
词1.6万余首，有21篇入选全国中小学
教材；有博物馆、纪念馆25家，馆藏文物
5.1万余件（套）。这是一代又一代九江
人接续守护历史文化资源的成果，也是
文化产业发展的厚重家底。

2022年3月28日，国务院批复同意将
九江市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九江”
这两个字，又一次在大众视野中“刷屏”。

依托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金字招牌，

九江同步开展历史建筑保护利用和老
城区改造，将历史建筑、文化街区、景区
景点有效串联，让历史建筑与老城人文
更加相得益彰。同时，坚持以文塑旅、以
旅彰文，以文化为链将景点串联，推出

“山盟海誓”“诗书浔阳”“信步江湖”三
条精品旅游线路，并持续丰富沿线六要
素业态产品，以点带面促进文旅发展。

为让文化元素更加亲民，该市创新
呈现方式，推出“夸白九江”沉浸式本土
文化演艺栏目和“乡约三部曲”文化惠
民品牌活动，持续开展送戏下乡、送电
影下乡等文化惠民活动。2022年，该市
开展送戏下乡近1200场次，直接惠及群
众超44万人次；开展送电影下乡3万余
场次。

文化为纸数字为笔，书写时代新传奇
——江西九江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追“浔”记

九派浔阳郡、分明似画图。位于长江之滨的江西九
江，集名山、名江、名湖、名城于一体，聚名气、灵气、秀气
于一身，处处绿水青山、诗情画意。从古到今、从旧到
新、从山到城、从江到湖、从绿到红……伴随着历史发展
的脚步，九江文化旅游在探索中发展、在调整中提升。
围绕做好文旅融合这篇大文章，九江市积极谋划新布
局、拓展新业态、建设新高地，一幅色彩斑斓的全域旅游
图景正在徐徐铺展。

那么，九江文旅产业的蓬勃发展，对同处长江经济
带、同样拥有出色山水资源的镇江来说，有什么启迪？
如何进一步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5月9日至5
月12日，包括本报在内的2023长江经济带主流媒体社
长（总编）看九江暨“追浔季·采风行”活动在九江举行，
近20家媒体的50余位社长（总编）、记者走进浔阳江景
区、庐山市、武宁县，领略九江的文化底蕴、气质情怀，感
悟“悠然庐山 魅力九江”的真正含义，感受长江经济带
文旅发展的强劲脉搏。

与白乐天月下对酌，是何其快活？
九江之美，还在科技加持的互动融合
中。走进九江市琵琶亭景区，坐在木桌
前，通过数字技术，就能与白居易月下
对酌，同作琵琶诗、共赏琵琶曲，进行一
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数字化是九江文旅的发展方向。从
完善景区数字化设施设备，到丰富数字
文化产品，再到搭建文化网络平台，大
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科技手段，将山
水风光、文化特色和人文历史等资源要
素整合起来，让“光阴的故事”有了更生
动的讲述方式。

在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
水平、拓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渠道的探
索中，“九派文旅云”服务平台应运而
生。这是一个集文化展示、数据分析、线
上交互等功能于一体的服务平台，目前
已接入九江市 1557家文化机构，注册
用户超过1.5万人次。以此为载体，该市
进一步整合非遗文化、民俗文化、红色
文化等优质资源，建立 9个线上文化专
题数据库，市文化馆、博物馆、图书馆等
完成全景数字化建设，大大提升了文化
整体价值和传播路径。

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应用，也让智慧

全域旅游有了更多可能。九江持续深入
探索“互联网+旅游”实践，自主开发“自
在寻游”小程序文旅综合服务平台，聚
焦该市自然人文等旅游资源，面向游客
和经营主体提供官方服务，形成了集文
旅大数据中心和文旅综合监管、服务、
营销平台等多应用场景于一体的智慧
文旅综合服务体系。

景区景点数据化、产品体系数字
化、营销推广智能化，一部手机，畅游九
江。以提升游客体验和服务质量为核
心，数字化服务平台逐渐成了九江文旅
的智慧新名片。

岁月的长河静静流淌，赋予了九江
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也造就了秀外慧
中的山山水水。静谧悠然的景色，舒适
怡人的气候，地道醇正的美食，田园风
情的民宿……它们，正时刻准备着迎接
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

九江的美，在锐意进取的灼灼新
意里。

在长江之畔，长江国家文化公园
（九江段）建设正在热火朝天地推进。这
是一个集文化、商业、旅游于一体的工
程，按照“千年文化、串珠成链、创意重
现”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滨水岸线活力，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建成后
将成为九江文旅新地标。

依山傍水，文化昌隆。在赓续传统
文脉的同时，九江全力打造国际旅游名
城，以多产融合蓄足发展后劲，大项目、
好项目在这里“开花”，文化自信在这里

“发芽”。2022年，九江市新签约文旅项
目45个，总投资410.45亿元，推进重大
项目46个，实际完成投资92.34亿元。

九江茶市、中国·江豚湾（湖口）水生
生物保护基地、彭泽县蔓谷田园综合体、
修水县秋收起义红色历史文化街区……
一个个文旅产业项目，既有传统古色，又

有生态绿色，还有农旅新色，更有老区
红色。

文化、商业、旅游有机融合，文化传
承与城市发展之间形成了良性互动。近
年来，该市以“全域能游、多业可游、畅
享乐游”目标为牵引，通过建设智慧景
区、建设民宿聚集区、创建旅游景区等
工作，让“智慧+旅游”“体育+旅游”“工
业+旅游”等深入人心。2022年，九江市
举办或承办了5项省级以上重大活动，
新增1家省级工业旅游示范基地、3家省
级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7家市级文化
产业园区，进一步激发文旅发展活力。

本报记者 吴修飞 石小刚 马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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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市民打卡琵琶亭。石小刚 摄

九江学童在白鹿洞书院启蒙开笔。石小刚 摄

游客在濛濛细雨中游览白居易草堂。石小刚 摄

参观九江茶市。石小刚 摄

2017年起，可以乘着缆车登庐山了。石小刚 摄

项目为墨项目为墨项目为墨项目为墨 书写时代篇章

数字为笔数字为笔数字为笔数字为笔 讲述“光阴”的故事


